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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氧化电位水对口腔真菌感染患者的疗效观察

张彩平，梁婧婧，杨宁宁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江苏连云港，222004)

摘要：目的评价酸性氧化电位水对口腔真菌感染患者的疗效。方法将58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采用酸性氧化电位水行口腔护理，对照组采用5％碳酸氢钠行口腔护理。于口腔护理前后分别采样进行真菌培养，计算比较2

组菌落数。结果 口腔护理后l h，实验组真菌培养菌落数显著少于对照组(P<O．05)。结论酸性氧化电位水能够有效控

制口腔真菌感染，可替代5％碳酸氢钠用于真菌感染患者的口腔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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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bservation of acidic electrolyzed—oxidizing

water o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oral fung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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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姗RACr：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cidic electrolyzed—oXidizing water(EOW)

o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oral fungalinfection．Methods 5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

ed into expedmental grOup and OOntrol group．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idic

EOW，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IIeated with 5％sOdi哪bicarbomte．‘rhe fung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cultured before aJld after nurSing，and the count of fungal∞Ionies waS∞mpared be-

tween two groups．R鹤ultS One hour after the oral nurSing，the∞unt of fungal colonieS in the eX—

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C∞cl吣i蛐Acidic
EOW can effectively cQnt烈the oral fungal infection，and it can be used i11 the oral nurSing of pa—

tients with fungal infection inStead of 5％sodium bicarbOmte．

KEY WO砌)s：acidic eiectrolyzed—o)【idizing water；sodium bicarbonate；oral fungalinfec．

tion；oral nurSing

神经内科老年患者大多长期卧床，并因吞咽

功能障碍而长期留置胃管。由于抗生素和激素的

大量使用，加之这一类患者基本无法经口进食，从

而导致了患者口腔自洁能力减弱，pH值偏离正

常范围，其中80．9％为酸性环境⋯，为真菌滋生

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口腔感染真菌的机会也随之

增加。为了预防和治疗口腔真菌感染，临床上目

前常规采用5％碳酸氢钠行口腔护理。本研究尝

试将酸性氧化电位水作为口腔真菌感染的护理

液，并与传统使有的5％碳酸氢钠进行比较，以期

为口腔护理液的选择提供指导。

收稿日期：2012—10—27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神经内科2008年8月—2010年12

月住院患者58例，均为留置胃管后继发口腔真菌

感染病例，年龄62～91岁，平均(70．26±0．57)

岁，以住院号尾数单双数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29例。2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等方面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1．2方法

1．2．1材料：酸性氧化电位水是一种无色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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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有氯味，其氧化还原电位在1100 mV以上，

pH值为2．0～3．0，有效氯的含量一般为30～

70 mg／L，主要生成物为次氯酸、氯气、盐酸、活

性氧、活性羟基、过氧化氢。酸性氧化电位水在室

温条件下不稳定，可自行分解成自来水l21，是一

种新型的高效低毒消毒剂。大量实验证明，酸性

氧化电位水具有广谱、强力、速效、持续的杀菌作

用【3|。本研究使用的为玉林源酸化水生成器，其

氧化还原电位在1100mV以上，pH值2．0～3．0，

有效氯含量为50～70 mg／L。5％碳酸氢钠是一

种无臭、味咸的弱碱性溶液，能局部改变外用部位

微生物的酸性环境，从而达到抑菌的目的14j，外

用常规用于皮肤黏膜的真菌感染。

1．2．2操作方法：实验组采用酸性氧化电位水行

口腔护理，对照组采用5％碳酸氢钠行口腔护理。

2组分别用不同的口腔护理液浸泡的棉球为患者

实施常规口腔护理操作【51，并于操作前5 min、操

作后1 h分别用等渗的氯化钠溶液沾湿的灭菌棉

拭子，旋转涂抹两颊及舌面各1次，采样后立即送

实验室，将棉拭子置于真菌培养基进行细菌培养，

48 h后观察结果，计算菌落数。

1．3评价指标

根据口腔护理前后菌落计数的变化，比较

2种口腔护理液的真菌杀灭率。

2 结 果

见表l。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真菌

菌落数均较操作前下降(P<0．05)，但实验组疗

效优于对照组(P<0．05)。

表l 口腔护理前后真菌培养菌落数比较(j±s)

与操作前5 T11in比较，*P<O．05；与对照组比较，#P<O．05。

3讨论

酸性氧化电位水的杀菌机理主要是次氯酸起

作用[1|，是通过使微生物膜电位发生改变，导致

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强，细胞代谢受到破坏，进而杀

灭微生物[6|。5％碳酸氢钠则通过改变真菌的生

存环境，抑制其生长繁殖而最终杀灭真菌。理论

上讲，两者均具有较好的杀菌作用。

研究【7]证明，酸性氧化电位水对环境物体表

面、诊疗护理用具的清洁消毒是有效的。也有研

究18-9 J对酸性氧化电位水在人体皮肤黏膜方面

的应用进行了验证，同样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实验室研究【10-11J对酸性氧化电位水的生物学效

应进行了验证，阐明其杀灭病毒、细菌和真菌的作

用机理。本研究将酸性氧化电位水应用于患者口

腔护理中，并与5％碳酸氢钠口腔护理液进行比

较，观察两者治疗口腔真菌感染的疗效。结果表

明，酸性氧化电位水在口腔真菌感染的治疗上表

现出明显优势，这与以往的类似研究【1213j结果

一致。

酸性氧化电位水是将自来水中添加浓度小于

0．1％NaCl，通过酸性氧化电位水生成器中带有

高密度离子隔膜的组合电解槽电解而成【14 J。因

其杀菌效果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强【9|，所以应将其

加热至37℃再行口腔护理，避免因寒冷刺激而影

响患者的舒适感觉，使患者更容易接受。酸性氧

化电位水具有杀灭微生物速度快、效果好、对皮肤

黏膜无刺激和使用后很快还原为自来水、不留残

毒、有利于环保的特点u 5|。而5％碳酸氢钠行口

腔护理后，残留时间较长，易破坏口腔微生物的生

长环境，不利于正常菌群的重建。当然，本研究样

本量较少，对于口腔护理的疗效没有做更长时间

的追踪比较，对治疗的效果观察也局限于对真菌

的杀菌作用，故在以后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的完善。

临床上，虽然5％碳酸氢钠在治疗真菌性口腔感

染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酸性氧化电位水作为

一种新型消毒剂在真菌杀灭率上高于5％碳酸氢

钠，且无毒、无强烈刺激性气味、对皮肤黏膜无刺

激、价格低廉、安全环保，建议可广泛应用为口腔

真菌感染的护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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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状得到明显缓解。

耳穴埋籽可通过调节人体脏腑功能，导邪外

出、运行气血，恢复耳窍功能。埋籽的材料多选用

王不留行子，该药具有行血调经、消肿止痛的功

效，配合恰当的穴位可显著提高行血调气的功效。

耳穴的选择亦对疗效有着重要影响，肝穴可清肝、

解郁、通窍；肾穴可补肾、益精、填髓；皮质下可调

节大脑皮质和神经系统，具有镇静安神之功效；外

耳、内耳穴则具有调整内耳功能的作用。另外有

研究【9。oJ表明，耳鸥可能与性激素失调有关，可

在治疗时选择内分泌穴。现代科学证明，脏腑器

官和耳在生理上有密切联系，且有相对特异性，而

耳穴埋籽疗法可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主要体现在

解除血管痉挛、降低血液黏稠度以及减少血小板

聚集等方面。

本研究在传统治疗方法的基础上，辅以耳穴

埋籽治疗耳聋耳呜，与单纯传统方法比较，总有效

率明显提高，临床效果较好，患者大都较配合，能

接受此项治疗方法，无1例软骨膜炎发生l“叫31；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随着病程天数的增加，辅以耳

穴埋籽治疗的有效率逐渐降低，因此病程越短治

疗效果越好【1415J。除此以外，临床治疗期间合

理的护理工作意义重大，如注意避免使用耳毒性

药物及噪声刺激，怡情养性，调饮食慎起居，对改

善耳鸣耳聋症状、提高治愈率有着积极作用。综

上所述，耳穴埋籽配合常规方法治疗耳鸣耳聋的

疗效优于单纯常规治疗，值得临床推广[16 1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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