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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戊二醛气体
、

气溶胶 的消毒作用及

影响因素

戊二醛蒸汽对空气中或物体表面污染的微生物

的杀灭作用至少类似于甲醛
。

但在这方面进一步的

研究甚少
。

等   研究 碱 性戊

二醛的蒸汽对污染于不锈铜环载体上的九种微生物

的杀灭作用
,

计算了对各种微生物杀灭 所需时

间 值
, ,

结果 发

现戊二醛气体对细菌繁殖体有很好的消毒作用
,

其

值均在 分钟之内 , 对一些芽胞的杀灭作用也较

强
。

对戊二醛和甲醛气体的消毒效果比 较研究 发

现
,

在相同的气体一气溶胶条件下
,

戊二醛对大肠

杆菌和蜡状杆菌芽胞的杀灭作用比甲醛 强
。

由于

戊二醛不易挥发
,

故要获得一定浓度的气体一气溶

胶戊二醛
,

必须提高加药量
,

即使如此
,

当戊二醛和

甲醛的药量相当时
,

前者的消毒效果仍较后者为强
。

戊二醛气体的消毒作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其

中主要有下述几种
。

温度的影响 在药物浓度和其他条件基本相同

的情况下
,

戊二醛气体的消毒效果随温度的升高而

加强
,

在 一 范围内
,

其温度系数 。 ,

即温度每升高 。。 ,

消毒活性增 倍
。

杀灭大肠杆

菌和蜡状芽胞杆菌的 值
,

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少
。

温度对戊二醛气体的杀芽胞作用影响的程度比对繁

殖体更为明显
。

相对湿度的影响 戊二醛气体杀菌效果最佳相

对湿度为  
。

因为戊二醛很容易溶解于水
,

所以当相对湿度接近 时
,

发生水凝聚作用
,

可将药物从空气中冲掉
。

这就是在很高的相对湿度

下空气中戊二醛浓度极低和失去作用的原因
。

在较

低的相对湿度下
,

戊二醛的杀芽胞作用是很慢的
,

并发现对繁殖型细菌的 值也是很高的
。

在低相对

湿度的试验中
,

时间一残存曲线拖尾很长
,

值难

以计算
。

加药方法和加药量的影响 用喷雾法和水溶液

加热煮沸法对消毒柜加药
,

试验柜内戊二醛的浓度

和消毒作用基本相同
。

当加药量 时
,

消毒柜内气体一气溶胶戊二醛的浓度可达 到
“ ,

但加药量增至 。。 柜 内戊 二醛气

体的浓度也不会超过 也 ,

其 中

呈气态
。

可见
,

加入的戊二醛只有少量存在于

空气中
,

其余的必然是沉降在消毒柜内或至少在煮

沸时变性为无活性的
、

分析不出的产物
。

的影响 戊二醛喷雾液的 似乎 不 象 它

作为液体消毒剂时那样重要
。

有些比较性研 究表

明
,

缓冲到 。的喷雾液的消毒作用并不显著地

优于未经缓冲的酸性戊二醛溶液
。

综上所述
,

戊二醛不仅是一种高效
、

速效的液

体消毒剂
,

而且其气体的杀菌作用也较甲醛为优

戊二醛气体的表面消毒作用似乎是依赖气态戊二酸

的作用而并非是由于沉降的气雾滴所致
,

因为在后

者的情况下
,

喷雾液的 应更重要
。

甲醛喷雾后

会残留不溶于水的多聚甲醛
,

消毒后需长时间通风

排气
。

戊二醛气体消毒后虽也会有药物沉积
,

但经

通风或用水漂洗后能够清除
。

然而象甲醛气体 一

样
,

戊二醛气体的穿透力亦较弱
,

这是作为气体消

毒剂的一大缺点
。

五
、

戊二醛在消毒灭菌上的应用

戊二醛在制革工业
、

电子显微镜技术
、

生物化

学和免疫学等方面用途很多
。

在国外
,

有人将戊二

醛用于病毒性沈和指甲的真菌感染等疾病的治疗
,

取得较好疗效
。

在消毒和灭菌方面
,

戊二醛作为一 种冷消毒

灭菌剂受到广泛的重视
。

它具有下述主要特点

杀菌谱广
,

尤其是具有强大的杀芽胞作用 , 在有

机物存在的情况下
,

仍有较强的杀菌活性 杀

菌作用快 , 对金属
、

橡皮
、

镜片和大多数物质

无腐蚀性 , 对内窥镜无损害 , 容易使用
。

一 医疗器材的消毒灭菌

戊二醛首先用于消毒不耐热的医疗器械
。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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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提出
,

用 戊二醛作用 分钟
,

用 作

医疗器械的快速消毒 , 作用 小时可达到灭菌
。

适用

于温度汁
、

橡胶
、

塑料制品
、

膀脱镜和支气管镜的

消毒灭菌
。

等  用含有大肠杆

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假单胞菌和奇异变形杆菌的

全血污染于止血钳
,

干燥后浸泡于 碱性戊 二 醛

溶液 液
,

发现作用 分钟
,

所有污染微

生物均被杀灭
。

证明戊二醛能穿透有机物而不被其

灭活
,

并保持杀菌作用
。

他们还将戊二醛对膀胧镜

的灭菌效果与常规的抓化汞进行了比较
,

发现用氯

化汞溶液浸泡 分钟仅能使 。 的 膀胧

镜达到灭菌
,

而用 碱性戊二醛溶液浸泡 分 钟

使 只膀脆镜的 达到了灭菌
,

两者差异 非

常显著 戊二醛对麻醉器材也 有较

好的消毒作用 将用过的麻醉器材经洗涤剂清洗和

冲洗后细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面罩
,

螺旋管

旧的 “
,

导管  
,

气管插管 , 病原微

生物的阳性率依次为
、

 
、

和 ,用

戊二醛溶液 记 液 浸泡 分钟并用 水冲洗

后
,

上述麻醉器材的细菌培养阳性率依次为
、

、 、 、

。 , 病原微生物的阳性率

依次为
。 、 、

。
。 、 。 、

。 其

中旧螺旋管用戊二醛消毒后总的细菌阳性率和病原

菌阳性率仍较高
,

这是由于管子上裂隙较多
,

影响

了戊二醛的作用
。

个新螺旋管用 戊二醛溶 液

浸泡 分钟冶
,

总的细菌阳性率仅
,

未 培 养

出病原微生物
。

可见 戊二醛作为这些器材 的 快

速消毒是有较好效果的
。

等  研究 戊二醛对纤 维 内

窥镜的消毒效果
,

发现清洗后再在 戊二醛 溶液

中浸泡消毒 分钟比单清洗不消毒的效果显著地好
。

消毒后在空气中千燥然后贮存的内

窥镜
,

达到  的 细菌培养阴性
。

可见清

洗后的内窥镜再用 戊二醛浸泡 分钟
,

虽不能达

到完全灭菌
,

但效果比单清洗不浸抱要好得多
。

近年来
,

由于胃肠道纤维内窥镜的应用日益广

泛
,

由此而造成的医院内交叉感染亦逐渐增多
。

解

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加强消毒措施
。

一些研究

已经证明
,

用 戊二醛对内窥镜作浸泡消毒 是 一

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

然而却可在一些工作人员中引

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

尤其是易引起接触性皮炎
。

为

了克服这一问题
,

英国利兹医学院的
’ 。。 等

设计了一种密闭系统的消毒器
,

由两个有

机玻璃箱 户 。 组成
,

两箱 ’

有连接龙头
。

上面的玻璃箱带有抽真空排气开关和

吸引管 , 下面的玻璃箱有排水管和冲洗接头
。

消毒

时将下箱内装满 戊二醛液
,

连接上内窥镜
,

使

戊二醛液通过内窥镜与一个含 戊二醛的瓶子相

通
。

消毒一定时间后
,

将下箱和内窥镜内的戊二醛

抽进上箱
,

在下箱内加入无菌水冲洗
,

以洗掉内窥镜

内残留的戊二醛
。

据称每天开始应用内窥镜之前消

毒 分钟
、

对两个病人操作之间消毒 分钟
,

用完贮

存之前消毒 分钟
,

消毒后的内窥镜细菌学培养达

到了无菌
,

是一种安全
、

快速
、

可靠的内窥镜消毒方

法
。  等 调查了英国上消化道窥镜的消毒

情况
,

发现调查的 个单位中有 个使用戊二醛消

毒
。

这一情况足以说明戊二醛在国外应用之广泛

二 传染病疲源地的消毒
鉴于戊二醛对细菌繁殖体

、

芽抱
、

病毒和真菌

均有强大而快速的杀灭作用
,

故 它 已 被 用 作 传

染病疫源地的消毒
,

尤其是对 病原体 抵 抗 力较

强的传染病
,

用戊二醛进行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可

获得满意的效果
。

对污染的表面
,

例如 床
、

床 头

柜
、

桌面
、

椅
、

凳
、

地面
、

墙壁和某些用具表面 可

采用戊二醛消毒液擦拭
,

或用喷雾
、

薰蒸法消毒
。

对搪瓷
、

陶瓷
、

金属和玻璃器皿以及某些纺织品等

可用 碱性戊二醛溶液浸泡消毒
。

作用时间需根

据灭杀的病原微生物的种类而定
。

一般来说
,

对细

菌繁殖体需要作用 分钟 , 对细菌芽抱需要

小时 ,对结核分枝杆菌需 一 分钟 ,对真菌需

, 。分钟 ,对一般病毒需 分钟左右
,

而对肝炎病毒则

需要 小时
。

对一些受到病原体污染而又不耐

热或怕腐蚀的物品亦可用戊二醛消毒
。

有些不能用

浸饱消毒的物品
,

例如手表
、

书籍
、

文件等可放入密

闭的消毒箱内用戊二醛气体一气溶胶 消 毒
。

, 等 研究了戊二醛和洗涤剂的混 合 物对

毛皮垫子的消毒作用
。

发现这种洗涤剂一消毒剂混

合 体 一 。

,

可消除污染在毛皮床垫上的痘苗病毒并使

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滴度降低
。

但较高浓度的戊二醛

可改变毛和皮的结构
。

三 实验室消毒

一些医学和微生物学实验室物品常常受到病原

微生物的污染
,

如不注意消毒灭菌工作
,

不仅可影

响实验结果
,

而且也可引起实验感染 戊二醛的问

世弥补以往消毒方法的不足
。

么

书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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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对于工作台的表面和大型仪器
,

例如超速离心

机等
,

可用戊二醛擦拭消毒
。

尤其是对于被肝炎病

毒污染的仪器
、

器材
,

用戊二醛消毒是可靠的
。

对

于污染的吸管
、

试管等器材
,

目前大多采用

石炭酸浸泡
,

但石炭酸杀菌作用不太强 用强化酸

性戊二醛溶液浸泡实验室污染器材
,

不仅杀菌力强
。

对病毒
、

细菌
、

芽抱
、

真菌均有可靠的消毒效果
,

而且溶液比较稳定
,

持效时间久
,

克服了经常换液

的麻烦
。

四 食物容器的 灭菌

一些大面积烧伤
、

严重白血病及其他原因导致

机体抵抗力低下的病人
,

需要置于无菌环境中治疗
。

病人所食用的食物也要求无菌
。

然而一般商品食物

的外部并不是无菌的
,

而且当食物容器被打开时也

容易造成微生物污染
。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可用戊二

醛消毒食物容器
。

等将 个不同类型

的水果汁容器分成 组放入 碱性戊二醛溶液中浸

泡 分钟
,

以无菌程序取出
,

用少量无菌水冲洗
,

经

检查内装食物无菌
,

病人反应气味和味道亦无改变
。

可见用戊二醛消毒食品罐头及外包装是可行的
。

由于病毒性肝炎的广泛流行
,

当前在卫生防疫

上很重视餐具的消毒
。

戊二醛杀菌谱广
,

对肝炎病

毒杀灭力强
,

对人毒性低
,

可在一些公用餐具的食

堂
、

餐厅试用于餐具消毒
。

五 其它用途

在国外
,

戊二醛作为杀菌肥皂的成份
,

用于手

的消毒, 在禽类工业中
,

戊二醛用于器材的灭菌和

作为一种冷消毒剂应用
, 在化妆品方面用于生产设

备的消毒灭菌和产品的防腐, 戊二醛的另一新用途

是作为嗽口剂
、

牙膏
、

牙粉和抗龋口香糖的成份
,

起

防颇和防止牙垢形成的作用
。

其机制是 蛋白质和氨

基酸的氨基可作为沉淀斑的核心
,

钙化以后形成牙

垢
,

而戊二醛可以和氨基发生反应
,

防止牙石沉淀核

心的形成
。

在免疫学上
,

戊二醛可用于血球的固定
、

死疫苗的制备和某些特殊抗原的放射免疫分析
。

六
、

弃性

一 局部利激作用

戊二醛对人和动物的皮肤粘膜有刺激性
。

高浓

度刺激作用较低浓度为强
。

有人对 个自愿者进行

试捡
,

发现用局部反复涂擦 戊二醛能引起严重的

原发性刺激
,

但在同样条件下用 戊二醛涂擦却

并无刺激作用
。

仅使皮肤染上了发亮的棕色
。

当试验

的浓度低于 时
,

皮肤的棕黄色极淡
。
。 戊二

醛不引起皮肤着色反应
。

作为消毒剂或防腐剂用的

市售戊二醛的稀释液
,

不存在任何皮肤着色问题
、

将

兔子的眼睛暴露于市售戊二醛的挥发蒸气 小时
,
一

唯一见到的反应是轻微的结合膜充血
,

次 日早上消

失 将市售戊二醛稀释 倍
,

取。 滴入 兔眼
,

24 小时内未见刺激反应
。

用未经稀释的市售戊二醛

醛溶液重复试验
,

滴药后 4 小时内见有轻度充血
,

8

小时内影响仍很小
,

24 小时后出现严重充血
、

肿胀
、

盆

毒

去

有分泌物及轻度角膜混浊
。

以后逐渐恢复
,

至第七

天恢复正常
,

无永久性损害
。

另有些研究发现 2 %

戊二醛溶液对人的皮肤有轻微刺激作用
,

对眼睛的

刺激较重
,

但对皮肤和粘膜的刺激却比甲醛轻
。

( 二) 过教反应

由于直接接触戊二醛而发生皮肤过敏反应的情

况
,

曾有过报道
。

例S an derson等 (loes)报告
,

有两个手术室护士由于使用戊二醛消毒器械
,

发生

了过敏反应
,

皮肤上出现皮疹
。

L y
o n

( 19 7 1) 报 告一

名牙科工作人员由于接触戊二醛而发生了过敏性接

触性皮炎
。

然而
,

有人用10 % 戊二醛治疗多汗症
,

连续治疗一年多也未发生过敏反应
。

多年来 在制

革和化妆品工业中广泛应用戊二醛亦未曾有过敏病

例报告
。

J
u

hl in 等指出
,

戊二醛溶液的致敏作用远

比甲醛低
。

强化酸性戊二醛的致敏作用亦很小
,

但

不能完全排除
。

( 三 ) 全身性毒性

戊二醛对人的全身毒性反应轻微
,

至今未见戊

二醛引起人全身急性中毒的报道
。

戊二醛气体的毒性亦不强
,

大鼠一次吸入25 %

和50 % 戊二醛溶液浓缩蒸气 6 ~ 8小时
,

未引起任

何实验动物的死亡
。

七
、

对消毒物品的影晌

(一 ) 关于消毒物品的残留量

要评价一种消毒剂在消毒物品上的残留最往往

是困难的
,

这主要是由于目前尚无法定的标准精确

测定消毒后物品上残留的有效成份
。

各研究者用不

同的方法清洗消毒后的器械
,

故得到的数据较混乱
。

为了避免由于清洗程序而造成的可疑结果
,

H is lo p

( 1 9 7 2) 使用一个充满不流动蒸溜水的标 准 超 声波

洗涤槽
,

对每10 0平方英寸表面积最大残留量进行了

评价
,

消毒的材料是医院中常用的不锈钢和塑料器

材
,

使用分光光度计测定戊二醛含量
。

结果发现
,

消毒后戊二醛在器材表面的残留量是很低的
。

强化

酸性戊二醛和碱性戊二醛的残留量无显著差别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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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上的残留高于塑料
,

但前者易用超声波除去
。

v
。r

Pe l
。 ( 1 9 7 1 )指出

,

用戊二醛灭菌呼吸 机对 病

人没有任何危害
。

他们的试验证明
,

被橡皮或塑料部

份吸收的戊二醛
,

约有10 % 在24 小时内释放出来
。

( 二) 关于甘物品的腐性性

为了评价2% 强化酸性戊二醛和2% 碱性戊二醛

腐蚀的性
,

观察了303 件不锈钢在自来水
、

酸性戊二

醛 (p H 3
.
5) 和强化酸性戊二醛溶液中的行为 (be

-

ha ,
io r)

,

作出了周期性电势变化曲线
,

发现在20
OC

和 45
O
C 下

,

上述两种溶液和水的腐蚀性程度实际上

是相同的
,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

2 咒碱性戊二醛腐蚀

性稍高于强化酸性戊二醛
。

B
o u o

h
e r 等将 20 种 外科

器械和医院器材
,

例如剪刀
、

止血钳
、

刀其
、

针头
、

窥耳镜等于室温下在强化酸性戊二醛溶液中浸饱 3

周
,

对光学系统
、

金属和塑料部分均未见 损 害作

用
。

于60
O
C 下每天将器械浸泡 1小时

,

连续数周
,

亦未见损害
。

将铝制容器在 60
OC 的商品强化酸性戊

醛溶液中浸泡 1小时
,

5 次试验均未见氧化
、

腐蚀现

象
,

在室温下浸泡 3周亦未见损害
。

塑 料或橡胶

制品于室温下浸泡 2周或 60
O
C 下每天浸泡 1 小时

,

除少数橡皮管末端轻度退色之外
,

不引起其他任何

改变
。

体温表在强化酸性戊二醛溶液中浸泡 6 周
,

对其刻度没有影响
。

( 参考 文献 56 篇
。

略)

度

过 氧 乙 酸 消 毒 浓 度 的 标 示 方 法
留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材科 周 自 永 王 世 祥

过氧乙酸 (P eraeetie A eid ) 又 名过

醋酸
,

系广谱
、

速效
、

高效的灭菌剂
,

可以杀灭

一切微生物
,

对病毒
、

细菌
,

真菌及芽抱均

能迅速杀灭
,

现 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器具及环

境的消毒
。

关于本品的使用浓度及标示方法
,

目前

较为混乱
。

上海桃浦化工厂出品的过氧乙酸

溶液内含纯过氧乙酸 (月H
3C0 0 0 H )20%

,

简称其为
“
原液

” 。

使用时将
“
原液

”
稀释

20 0~ 50 0倍供用 (如配制0
.
2% 浓度

,

则 系

水998m l
,

加
“
原液

”
2 m l即 成

,

实 际 含

过氧乙酸C H
3C 0 0 0 H O

.
O4 % )

。

但 《健康报》 19 82 年 2 月28 日 (第1754

期) 第 4版所载
“
要有效地消毒

”
一文中指

出
“
过氧乙酸常用的浓度为千分之五

,

也就

是把浓度百分之二十的过氧乙酸加 水 稀 释

四十倍
” ,

该文中讲的千分之五系指以纯过

氧乙酸计算的
;
而桃浦化工厂所标明的用法

是以其出厂
“
原液

”
作为100 % 计算的

。

由

于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

而使用量浓度相差 5

倍
。

1 9 8 2 年 3 月21日中央人民电视台在播放

儿童卫生节目的消毒茶杯时
,

其过氧乙酸消

毒液桶上标明浓度为 1 %
,

我们认为应是指

一 68 一

含
“
原液

”
的 1 %

,

则其实 际 含 纯C H
3c o

O O H 为。
.
2 %

。

此浓度是符合一般消毒及 桃

浦化工厂的规定的
。

如若是指含纯 C H
3C O

O O H I %
,

则其浓度显然太高
。

我们查阅了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编的 《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 ]9 79 年版第

1251 页及桃浦化工厂说明书
,

过氧乙酸常用

浓度如 以纯C H
:C 0 0 0 H 计算

,

则应用水稀

释为 0
.
04 ~ 0

.
5%

,

供消毒用
,
皮肤及 手 消

毒 用。
·

1
~

0

.

2

%
C

H

3

C 0 0 0 I江
,

浸泡 1 ~ 2

分钟 ;物品消毒以0
.
04一0

.
2% C H

3e 0 0 0 H

溶液浸泡20~ 30分钟
。

为统一本品的含量标示方法
,

避 免 混

淆
,

我们认为应以上海桃浦化工厂 19 82年产

品说明书为准
,

以该厂生产 过氧乙酸 (内含

C H 3C 0 0 0 H Zo% )
“
原液

”
作为100 % 计

算
,

以此为基础再行稀释为宜
。

如
:

洗手用0
.
2一。

·

5
% 浸 2 分钟 ,

塑料
、

玻璃制品用0
.
2 % 浸 2 小时

;

地面
、

家具等用0
.
5 % 喷雾 ,

具体配法
:
如欲配制0

.
5% 过氧 乙 酸

,

可取桃浦厂出厂
“
原液

”
0

·

s m l 加入 99
·

s m l

水中
,

搅匀即可
。

这样计算方便
,

简 明 易

懂
,

容易配制
。

大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