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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手部及其所持移动电话病原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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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医务人员手部及其所持移动电话病原菌分布与院内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按分层随机抽样的

方法选取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科系统的 ３０ 名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在医务人员处于不同操作状态时

进行手部及其所持移动电话随机采样，分析医务人员手部及其所持移动电话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同时对该院近期

院内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状况进行统计。 比较医务人员手部及其所持移动电话的病原菌分布状况与院内感染的病

原菌分布状况。 结果　 ３０ 名医务人员手部及所持的移动电话病原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５０ ００％ ，５０ ００％ ）、凝固

酶阴性葡萄球菌（２６ ６７％ ，２６ ６７％ ）、表皮葡萄球菌（１３ ３３％ ，１３ ３３％ ）、枯草杆菌（１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其中金黄

色葡萄球菌最常见，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次之。 医务人员手部及所持移动电话所携带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完全一

致。 该院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６ 月份院内感染所检出的病原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常见，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次之。 医

务人员手部及其移动电话所携带病原菌均与本院院内感染的病原菌具有一定的相关。 结论　 医务人员手部所携

带病原菌与移动电话病原菌分布一致，均与该院院内感染的病原菌有一定的相关。 因此，应重视医务人员的手卫

生，操作状态时禁用移动电话，以免藉由移动电话导致院内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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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ＳＡＲＳ 以来，医务人员的手卫生越来越受到医

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的重视，对手卫生促进的研究越

发深入和持续。 众多的研究表明，医务人员手部的细

菌污染情况相当严重，携菌量大，且普遍带有致病菌，
是一个重要的疾病传播媒介［１ － ２］。 有研究表明，手卫

生的改善能有效降低院内感染发生率［３ － ５］。 因此，医
务人员手卫生是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的重要环节。
移动电话作为 ２０ 世纪的重大发明，在人们的日常通

信联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且在临床诊疗工

作（查房、静脉输液、加药状态）中，医务人员普遍存

在使用移动电话的现象。 有研究显示，普通病区内医

护人员使用的移动电话机表面污染超标率为 ８０． ０％
～ ９６． ７％ ［６］。 而移动电话的结构特点，致不易消毒

及清洗，成为院内感染的隐患。 目前鲜有关于医务人

员在临床操作过程中使用移动电话会否增加院内感

染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对医务人员处于不同操作状

态时手部及其所持移动电话的病原菌分布状况与院

内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状况是否有相关性进行调查和

研究，并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调查对象　 选取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三级医院）内科系统（呼吸科、血液科、心内科、消化

科、内分泌科）的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按分层随机

抽样的方法每个科室随机选取 ６ 名（医生、护理人员

各 ３ 名），共 ３０ 名医务人员及所持的移动电话 ３０ 部。
１． ２　 调查方法　 调查前对参加调查的所有人员进行

统一培训，规范取样。 按下列步骤进行：（１） 随机对

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在不同操作过程（查房、静脉

输液、加药状态）时进行手部及其所持移动电话采

样。 （２）对采样标本做细菌培养及细菌鉴定。 采样

方法：被检人 ５ 指并拢，用浸有无菌生理盐水液棉拭

子一支，在双手指屈面从指根到指端往返涂擦各

２ 次，并随之转动采样棉拭子，然后将棉拭子放入含

１０ ｍｌ采样液的无菌试管内，灼烧无菌试管口，用无菌

盖封好，立即送检。 用同样方法，在移动电话正面及

背面采样送检。
１ ３　 细菌检测方法 　 将采样试管用力振打 ８０ 次，
用无菌吸管吸取 １ ０ ｍｌ 待检样品，接种于灭菌平皿

内加入已溶化的 ４５ ～ ４８℃的营养琼脂 １５ ｍｌ，边倾注

边摇匀，待琼脂凝固，置 （３６ ± １）℃温箱培养 ４８ 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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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菌落数并进行菌株鉴定。 细菌鉴定按照《微生物

检验 操 作 规 程 》 进 行， 以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大肠埃希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为质控菌。
１ ４　 医 院 感 染 诊 断 标 准 　 依据卫生部卫医发

［２００１］２ 号《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判断。
１ ５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 表，以构成比

进行描述性统计。

２　 结　 果

２． １　 医务人员手部及所持移动电话病原菌分布状况

　 入选的 ３０ 名医务人员手部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如

下：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５ 例（５０ ００％ ），为最常见；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８ 例（２６ ６７％ ）；表皮葡萄球菌 ４
例（１３ ３３％ ）；枯草杆菌 ３ 例（１０ ００％ ）。 见表 １。 医

务人员所持电话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如下：金黄色葡萄

球菌 １５ 例 （５０ ００％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８ 例

（２６ ６７％ ）；表皮葡萄球菌 ４ 例（１３ ３３％ ）；枯草杆菌

３ 例（１０ ００％ ）。 见表 １。 医务人员手部的病原菌分

布与医务人员所持电话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完全一致。
２ ２　 医院院内感染主要病原菌分布　 本院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６ 月份院内感染所检出的病原菌中，金黄色葡萄

球菌共 ４５ 株（１４ ８５％ ），为最常见；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 菌 ４３ 株 （ １４ １９％ ）；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３５ 株

（１１ ５５％ ）；大肠埃希菌 ２８ 株（９ ２４％ ）；表皮葡萄球

菌 ２５ 株（８ ２５％ ）。 见表 ２。 院内感染的病原菌分布

状况与医务人员手部及所持移动电话的病原菌分布

状况有一定的相关。

表 １　 医务人员手部及所携带移动电话病原菌分布

病原菌
手部

例 构成比（％ ）
移动电话

例 构成比（％ ）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５ ５０ ００ １５ ５０ ００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８ ２６ ６７ ８ ２６ ６７

表皮葡萄球菌 ４ １３ ３３ ４ １３ ３３

枯草杆菌 ３ １０ ００ ３ １０ ００

合计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表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６ 月医院 ３０３ 株主要病原菌分布

病原菌 株 构成比（％ ）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４５ １４ ８５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４３ １４ １９
铜绿假单胞菌 ３５ １１ ５５
大肠埃希菌 ２８ ９ ２４
表皮葡萄球菌 ２５ ８ ２５
白色念珠菌 １３ ４ ２９
肺炎克雷伯菌 １２ ３ ９６
缓慢普通球菌 １０ ３ ３０
屎肠球菌 ９ ２ ９７
产酸克雷伯菌 ９ ２ ９７
溶血葡萄球菌 ８ ２ ６４
阴沟肠杆菌 ６ １ ９８
弗氏柠檬酸杆菌 ６ １ ９８
粪肠球菌 ５ １ ６５
热带假丝酵母菌 ５ １ ６５
人葡萄球菌 ５ １ ６５
沃氏葡萄球菌 ３ ０ ９９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３ ０ ９９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３ ０ ９９
真菌 ３ ０ ９９

病原菌 株 构成比（％ ）

粘质沙雷菌 ２ ０ ６６
奇异变形菌 ２ ０ ６６
荧光假单胞菌 ２ ０ ６６
松鼠葡萄球菌 ２ ０ ６６
科氏葡萄球菌解脲亚种 ２ ０ ６６
产气肠杆菌 ２ ０ ６６
鹑鸡肠球菌 ２ ０ ６６
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２ ０ ６６
无乳链球菌 １ ０ ３３
液化沙雷菌 １ ０ ３３
解鸟氨酸拉乌尔菌 １ ０ ３３
琼氏不动杆菌 １ ０ ３３
鲁氏不动杆菌 １ ０ ３３
棉子糖肠球菌 １ ０ ３３
摩氏摩根菌摩氏亚种 １ ０ ３３
戊糖片球菌 １ ０ ３３
雷氏普罗威登斯菌 １ ０ ３３
腐生葡萄球菌 １ ０ ３３
木糖葡萄球菌 １ ０ ３３

３　 讨　 论

手卫生作为医院感染控制中最简单而又十分重

要的环节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重视。 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移动电话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医护人员在临床操作过程中接听电话已成

为普遍现象。 而移动电话机隐藏大量致病菌或条件

致病菌，这可能让移动电话成为院内感染的主要媒

介。 目前鲜有研究报道关于医务人员处于不同操作

状态时手部及其所持移动电话的病原菌分布状况与

院内感染的微生物分布状况是否具有相关性。
本研究表明医务人员手部污染严重，手部及所持

的移动电话带菌率均为 １００％ ，病原菌均为金黄色葡

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枯草杆

菌，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常见。 医务人员手部及所

持的移动电话所携带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完全一致。
朱立红等［７］对 １００ 名护士手部的细菌谱调查显示，护
士手指共检出细菌 ６ 种，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３６％ ，表皮葡萄球菌占 ４０％ ，奇异变形杆菌占 ８％ ，草
绿色链球菌和巨大芽孢杆菌分别占 ４％ ，腊样芽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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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占 ８％ 。 戴晓萍［８］ 对爱婴区医护人员手细菌的监

测结果显示护理人员手合格率为 ７５％ ，细菌种类为

人葡萄球菌，藤黄微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

菌。 而李月玲等［６］发现医务人员使用的移动电话表

面污染率为 ８０％ ～ ９６ ７％ ，检出的致病菌或条件致

病菌主要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凝固酶阳性

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枯草杆菌等。 本研究结果

与其一致。 因此，本研究提示移动电话携带有大量的

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医务人员手部污染严重与临床

操作过程中使用移动电话有密切关系。
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手卫生与院内感染的相

关性，国外数据显示，洗手率从 ４８％ 上升到 ６６％ ，院
内感染率相应地从 １６． ９％ 下降到 ９． ９％ ［３］。 贾朝霞

等［４］发现洗手率从 ４８％ 上升到 ６０％ ，院内感染率相

应从 １６ ９％下降到 ９ ９％ 。 刘小丽等［５］ 也发现医务

人员手卫生执行率从干预前的 ７３ ３６％ 提升到干预

后的 ８５ ８１％ 后，院内感染从干预前的 ３９ ３３％ 下降

到干预后的 ３１ ２０％ 。 据我们所知，目前并未有研究

报道医务人员在临床操作过程中使用移动电话与院

内感染的相关性。 本研究表明医务人员手部及所持

移动电话的病原菌分布状况与院内感染的病原菌分

布状况有一定的相关，提示医务人员在临床操作过程

中使用移动电话与院内感染可能有关。
在由生物梅里埃公司主办的 ２０１０ 年度中法医院

感染控制研讨会上，卫生部医政司有关负责人指出，
院内感染率为 ９ ７％ ，按全国每年住院患者 ５ ０００ 万

计算，则每年约有 ５００ 万患者发生院内感染，其中

２５％直接死于医源性感染，已严重影响医疗质量，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医疗资源浪费［９］。 有研究表

明，直接或间接经手传播细菌而造成的感染占院内感

染的 ３０％以上［１０］。 而手卫生是最简单、最经济的预

防院内感染的有效措施［１１］。 目前我国医务人员的手

卫生基本状况不容乐观，医务人员普遍缺乏洗手意

识［１２ － １４］。 医务人员手部污染严重的原因除医务人员

洗手依从性差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医务人员在临床

操作过程中频繁使用移动电话，从而导致手部严重污

染。 而本研究发现医务人员手卫生与临床操作过程

中使用移动电话有密切关系，与院内感染可能有关。

因此，我们认为应重视医务人员的手卫生知识的培

训，严格执行《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操作状态时禁

用移动电话，以免藉由移动电话导致院内感染的发

生。 本研究结果将为卫生行政部门规范临床诊疗工

作中移动电话的使用提供依据，从而减少院内感染，
造福患者，节省卫生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 　 刘永华，祝洪珍，李红芹，等． 静脉输液操作护理人员手部病原

菌污染的调查 ［ Ｊ］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８ （７ ）：９６０

－ ９６１．

［２］ 　 梅申聪，丁亚君，唐芳，等． 急诊科护理人员手部细菌培养监测

分析［Ｊ］ ． 热带病与寄生虫学，２０１２，１０（２）：７７ － ７９．

［３］ 　 Ｐｉｔｔｅｒ Ｄ，Ｈｕｇｏｎｎｅｔ Ｓ，Ｈａｌｂａｒｔｈ 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ｉｄ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Ｊ］ ．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０，３５６（９２３８）：１３０７ － １３１２．

［４］ 　 贾朝霞，马丽莉，吴欣娟． 医护人员洗手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及其

管理［Ｊ］ ． 护理研究，２００５，１９（２２）：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０．

［５］ 　 刘小丽，梁建生，许慧琼，等． 手卫生促进活动的实施及效果评

价［Ｊ］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４，１３（５）：２９１ － ２９５．

［６］ 　 李月玲，李线明． 医护人员移动电话机污染调查与管理［ Ｊ］ ． 中

国消毒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５（１）：９０ － ９１．

［７］ 　 朱立红，沈元，张申，等． 医务人员手卫生执行率与干预方法的

调查［Ｊ］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８（４）：５４２ － ５４４．

［８］ 　 戴晓萍． 爱婴区医护人员手细菌的监测及分析［ Ｊ］ ． 现代护理

２００５，１１（１３）：１００１ － １００２．

［９］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出席“中法医院感染控制研讨会” ［ Ｊ］ ． 中

国药房，２０１０，２１（１４）：１２９０．

［１０］ Ｒａｂｏｕｄ Ｊ，Ｓａｓｋｉｎ Ｒ，Ｗｏｎｇ Ｋ，ｅｔ ａ１．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ｈ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ｔｓ ｔ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ｗａｒｄ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Ｊ］ ． Ｉｎｆ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ｏｓｐ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２００４， ２５ （ ３ ）： １９８

－ ２０２．

［１１］ Ｍｅｄｅｉｒｏｓ ＥＡ，Ｇｒｉｎｂｅｒｇ Ｇ，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ＶＤ，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ＩＮＩＣＣ） ｍｕｌｔｉ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Ｊ］ ． Ａｍ Ｊ Ｉｎ⁃

ｆ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５，４３（１）：１０ － １５．

［１２］ 韩黎，朱士俊，郭燕红，等． 中国医务人员执行手卫生的现状调

查［Ｊ］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６（２）：１４０ － １４２．

［１３］ 郭青，许虹，史长文． 护理人员洗手依从性的现状与思考［ Ｊ］ ． 护

理管理杂志，２０１１，１１（１）：３８ － ３９．

［１４］ 李绕波，桂庆芳． 医务人员手卫生状况调查及分析［ Ｊ］ ． 中外医

学研究，２０１４，１２（３０）：６０ － ６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０　 编辑：石嘉莹

５８６　 　 　 　 中国临床研究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第 ２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ｙ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２８，Ｎｏ．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