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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杯壁微生物污染程度及预防措施分析
胡明翠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摘　要　保温杯长时间处于温暖的环境中，容易滋生细菌，进而容易引起水杯微生物污染，病原微生物再通过被

污染的水杯进入人体，引起食物中毒或传染病等。这些就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重视水杯的清洗与消毒工作。本文就医学生水杯壁微生物污染的原因、影响以及水杯壁微生物污染的干预与预

防措施进行阐述，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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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对健康意识有了更多关注和关心后，加

之人们的生活和生产质量更高，因此，对于饮用水的

安全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水是最普通的资源，

但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一个人连续不喝水的

天数在 3天以上 7天以下，那么人体缺少的水量达到

20%后，血液就会出现高度浓缩的状态，以至于不能

像正常人体一样进行氧化、还原、分解、合成等生命

活动，就会导致死亡。并且大量的专家、医学学者也

对人类每天的饮水需求做出了一个科学的指标，比如

每天 8杯水的概念。在生活中为了饮水方便，大部分

人饮水时会使用水杯，尤其在冬季时还会使用保温杯，

以及为了实现保健功能也会在日常使用保温杯 [1]。下文

就水杯壁微生物污染程度及预防措施展开详细分析。

本次研究的目的：通过研究水杯壁微生物的污染

程度及比较流水冲洗法（A组）、酒精浸泡法（B组）、

煮沸消毒法（C组）三种不同消毒方法效果差异，为健

康饮水的生活方式提供依据，为水杯的消毒方法提供

参考，为新型水杯的设计提供新思路。

本次研究使用的方法：选取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应

用医药系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2021级学生使用的 60个

水杯为研究对象，按照完全随机的方法选取 60个受

试对象（水杯）进行细菌培养、鉴定；而后将其随机

分为 3组（A、B、C），每组 20个水杯，通过不同消

毒方法消毒后，经细菌培养 72h后测定菌落数，并对

消毒后微生物阳性率进行比较，比较每组的清洗消毒

效果。

本次研究所获得结果：（1）清洗消毒前微生物

阳性率：A、B、C三组清洗消毒前细菌阳性率最高为

100.0％，最低为 90.0％，阳性率分别为 95.0%、100.0%、

90.0%，通过 X2检验得出，三组阳性率比较差别并没

有统计学上的明显意义（P＞ 0.05）。（2）在采集检

测的 60份样品中，革兰阳性菌葡萄球菌污染 45个，

染菌率为 75.00%；革兰阴性菌大肠杆菌污染 32个，

染菌率为 53.33%；革兰阴性菌变形杆菌污染 21个，

染菌率为 35%；革兰阳性链球菌污染 9个，染菌率为

15.00%。（3）清洗消毒前微生物阳性率：A、B、C三

组清洗消毒前细菌阳性率最高为 60.0％，最低为 5.0％，

阳性率分别为 65.0%、50%、15.0%，通过 X2检验得

出，三组阳性率比较差别有统计学上的明显意义（P＞

0.05）。（4）三组受检对象清洗消毒后水杯微生物菌

落计数结果分别为 15.34cfu/cm2、1.03cfu/cm2、2.24cfu/

cm2，A组清洗消毒无效，B、C两组清洗消毒有效。

本次研究得出的结论：超过九成的医学生水杯上

会携带常见微生物。水杯这种日常用品已经被医学生

带入了特殊实验室环境，可能成为引起交叉污染的传

染源。通过实验数据显示在清洗消毒方法上，酒精消

毒、高温灭菌的方式对水杯上残留的微生物进行杀灭，

具有良好的消毒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医药系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 2021级学生使用的 60个水杯为研究对象，并且

灵活使用完全随机法，将 60个研究对象分成了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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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三组，并且每组的数量都保持 20个。

入选标准：（1）一律采用带盖水杯；（2）水杯

使用超过两个月；（3）水杯无破损。

1.2 实验方法

1.2.1 对水杯壁微生物污染程度进行确认

对 60个水杯的水杯壁进行样本采集，用消毒棉签

沾取无菌生理盐水反复涂抹水杯壁（约 1cm2）周围五次，

放入 1ml的生理盐水中，进行稀释，并将稀释的菌悬

液（1ml）倾倒在琼脂平板上，然后将其保持在恒温的

培养箱中培养；当培养到仅用肉眼观察到的菌落时，

就要第一时间进行计数，正式计数前要提前挑取菌落

并对其进行革兰染色，首先是要细致观察它的形态，

其次要仔细鉴定它的菌属，若发现其呈现出蓝紫色的

状态，那么可以将其命名为“革兰阳性菌”，如果呈

现出红色，则称其为“革兰阴性菌”。另外，通过观察，

还可以见葡萄球菌种，也是水杯壁微生物的主要组成 [2]。

细菌总数计数方法按照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要求

进行检测，评价标准为≤ 10CFU/cm2。最终计算出每平

方厘米水杯的菌落数 CFU/cm2。[3]

1.2.2 各组操作方法

1.流水冲洗法（A组）。对 20个水杯进行流水（自

来水）冲洗 2min，在相应的时间取样进行细菌悬液的

制备，并进行稀释，在琼脂平板上将稀释的菌悬液（1ml）

倾倒在上面，要保持在恒温的培养箱中培养；当培养

到可以用肉眼看到的菌落时，要第一时间进行计数，

但在正式计数之前，要提前挑取菌落进行革兰染色，

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对它的形态细致观察，第二点

是对它的菌属做好鉴定。

2.酒精浸泡法（B组）。对 20个水杯进行酒精（75%

浓度的消毒酒精）浸泡 2min，在相应的时间取样进行

细菌悬液的制备，进行稀释，将稀释的菌悬液（1ml）

倾倒在琼脂平板上，保持所培养的培养箱是恒温的；

当培养到菌落用肉眼就可以观察到时，就要第一时间

进行计数，要注意的是在正式计数前，要提前挑取菌

落进行革兰染色，一方面要细致观察它的形态，另一

方面要仔细鉴定它的菌属。

3.煮沸消毒法（C组）。对 20个水杯进行煮沸消

毒 2min，在相应的时间取样进行细菌悬液的制备，进

行稀释，将稀释的菌悬液（1ml）倾倒在琼脂平板上，

要让其在恒温的培养箱中培养；当培养到可以用肉眼

看到菌落的程度时，要第一时间进行计数，要提前挑

取菌落进行革兰染色之后才能进行计数，既要细致观

察它的形态外，同时还要注意仔细鉴定它的菌属。

1.2.3 采样时间

A、B、C三组受试对象要在清理消毒之前进行一

次采样，清洗消毒后采样一次，在采样过程中，采取

的水杯都要实行随机采样。

1.2.4 采样方法

按照《消毒技术规范》规定的采样方法进行采样：

用浸有无菌生理盐水的棉拭子在水杯壁内侧面往返涂

擦 2次（面积约 1cm2）……标本在统一编号后立即送检。

1.2.5 细菌检测方法

将采样管在混匀器上振荡 20s或用力振打 80次……

计数菌落数（colony forming unit，cfu）。水杯清洗消毒

后仍存在的细菌按照革兰染色法进行菌属鉴定。

菌落数计算公式：细菌总数（cfu/cm2）=平板上菌

落数×稀释倍数 /采样面积（cm2）

1.2.6 判断标准

消毒效果：参照《消毒技术规范》消毒后细菌总

数≤10cfu/cm2，并未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为消毒合格。

1.2.7 统计学方法

在数据分析时使用统计学方法，如果 P<0.05，则

意味着其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受试对象共 60个饮水杯，其中玻璃杯 25

个，占 41.7%，保温杯 35个，占 58.4%，男生使用水

杯 30个，占 50%，女生使用水杯 30个，占 50%。

2.2 清洗消毒前微生物阳性率比较

A、B、C三组清洗消毒前细菌阳性率最高为 100.0％，

最低为 90.0％，通过 X2检验得出，三组阳性率比较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P=0.3490>0.05），组间比较没有差别，

具有可比性，结果见表 1。

表 1 清洗消毒前微生物阳性率比较

分组 例数（n）
有菌检出
例数（n）

阳性率（%）

A 20 19 95.0

B 20 20 100.0

C 20 18 90.0

总计 60 57　 95.0

2.3 清洗消毒前水杯微生物污染情况

在采集检测的 60份样品中 ,革兰阳性菌葡萄球菌

污染 45个，染菌率为 75.00%；革兰阴性菌大肠杆菌污

染 32个，染菌率为 53.33%；革兰阴性菌变形杆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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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个，染菌率为 35%；革兰阳性链球菌污染 9个，染

菌率为 15.00%，见表 2。

表 2 清洗消毒前水杯微生物污染情况

污染个数（n） 染菌率（%）

葡萄球菌 45 75.00

大肠杆菌 32 53.33

变形杆菌 21 35.00

链球菌 9 15.00

2.4 清洗消毒后水杯微生物阳性率比较

A、B、C三组清洗消毒后细菌阳性率最高为 60.0％，

最低为 5.0％，通过 X2检验得出，三组阳性率比较差

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53<0.05），结果见表 3。

表 3 清洗消毒后微生物阳性率比较

分组 例数（n）
有菌检出
例数（n）

阳性率（%）

A 20 12 60.00

B 20 1 5.00

C 20 3 15.00

总计 60 16　 26.67

2.5 清洗消毒后水杯微生物菌落计数结果

A、B、C三组清洗消毒后菌落计数结果及效果评价，

结果见表 4。

表 4 清洗消毒后各组菌落计数

分组 例数（n）
菌落计数

（cfu/cm2）（X）
消毒效果

A 20 15.34 无效

B 20 1.03 有效

C 20 2.24 有效

3 讨论

3.1 水杯微生物污染状况

以 2021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使用的水杯为研

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样本采样，在培养

皿上进行分离培养，通过鉴定，检测是否存在微生物

污染的现象，利用细菌革兰染色结果的不同，鉴定细

菌为革兰阴性或者革兰阳性菌，根据实验结果以及调

查报告不难看出，饮水杯的污染较为严重，大部分水

杯未得到有效的清洗消毒，微生物污染阳性率较高，

其中以葡萄球菌最为严重，水杯污染个数为 45个，染

菌率为 75%；其次是大肠杆菌，水杯污染个数为 32个，

染菌率为 53.33%；变形杆菌和链球菌污染较少，但也

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

3.2 三种消毒方法的结果可行性

通过对三种清洗消毒法进行实验，从结果不难发

现 A组（流水冲洗法）的效果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

自来水中存在微生物，用该法清洗还是会导致微生物

污染，使得菌落计数 >10cfu/cm²，而 B组和 C组分采

用的是酒精浸泡法和煮沸消毒法，通过酒精消毒、高

温灭菌的方式对水杯上残留的微生物进行杀灭，具有

良好的消毒效果。

4 结论

综上所述，水杯这一日常生活用品已经被部分医

学生携带进了特殊的实验室环境，90%以上的医学生

的水杯上会携带一些常见微生物，比如葡萄球菌等，

这便是交叉污染的一个传染源 [4]。结合这些过程与结论，

要更加积极地深化相关健康知识的普及，逐步提高国

人的健康防护意识，摒弃不良的生活行为习惯，倡导

科学健康的饮水习惯，选择更有效、更科学的清洗消

毒方法。要进一步加强对水杯清洁卫生的学习培训，

让学生对自己所用的水杯进行生物检测，亲手取样、

检测，直观地了解病原体的形状及不同病原体对身体

的影响与危害，从思想源头上提升学生的健康意识与

清洁意识 [5]。通过上文实验数据显示，在清洗消毒方法

上，酒精消毒以及高温灭菌的方式对水杯上残存的微

生物进行杀灭，具有更好的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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