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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
对医院消毒供应室工作质量的影响

杨　帆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医院 　湖北　汉川　431600

摘　要：目的：探讨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对医院消毒供应室工作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10 月消毒供应室 200 件医疗器械设为对照组，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消毒供应室 200 件医疗器械设为观察组，两组

器械均由 20 位工作人员管理。对照组实行常规管理，观察组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比较两组器械合格率、

器械管理质量、管理缺陷、管理满意度、工作意识。结果：观察组回收等 6 方面合格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清洗等 4 项器械管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包装不规范等 4 项不良事件总占比 10.50%，对照组占比为

21.00%，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满意度为 95.00%，对照组为 70.00%，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

组责任意识等 4 项人员意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可提高医院消毒供应室

器械合格率、管理质量，减少管理缺陷，工作人员满意度更高，工作意识更强，而工作质量更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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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是医院的一个重要科室，承担着医院大量医

疗器械的清洗消毒，包装和发送等工作，是为各个部门提供

无菌器械的重要单位，其质量管控对于各个科室医疗工作的

开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1]。如若消毒供应室的工作出现错误，

很可能造成医疗器械供应不足或者消杀不到位的情况，影响

临床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 [2]。传统的消毒供应室管理模式存

在着物品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人员不足等问题，且传统管理

模式下一旦出现问题很难及时挽回 [3]。提升消毒供应室的管

理模式对于保障医院其他科室工作的顺利进行十分重要 [4]。

链式质控管理是一种让科室各个单元互相监督互相联系的管

理运行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各单元的价值，尽量做到人人参

与质控管理工作 [5]。专管责任制能够做到及时对物品进行清

点和接收，并保障清洗质量 [6]。将两者相结合能够有效提高

消毒供应室工作质量 [7]。鉴于此，本研究采取随机对照法进

行研究，探讨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的具体影响，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10 月消毒供应室 200 件医

疗器械设为对照组，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消毒供应

室 200 件医疗器械设为观察组，两组器械均由 20 位工作人

员管理。工作人员、护理人员分别 7 例，13 例；大学本科

14，大专 6例；年龄（24-49）岁，平均（37.98±1.89）岁；

对照组医疗器械：骨科、胸外科、脑外科、其他分别 64 件、

59 件、55 件、23 件。观察组医疗器械：骨科、胸外科、脑

外科、其他分别60件、64件、58件、18件。资料可比（P>0.05）。

1.2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器械有效期均 2—7 年；（2）工作人

员入职时间不低于 1年；（3）工作人员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中途退出研究；（2）器械已受损；（3）

工作人员未参与过类似研究。

1.3 方法

对照组实行常规管理，安排工作人员分别负责物品归

类登记和物品登记调配，定期对物品进行整理，对存放环境

进行消杀，由清洗岗人员对器械进行清洗灭菌，完成后对其

进行检查，对于清洗和消毒不合格物品进行二次处理。

观察组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具体护理措施

如下：（1）成立专门的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小组，

分为清洗组，包装组，无菌物品检查组和发放组四组，对小组

成员进行培训后上岗，并定期开会对近期工作进行总结；（2）

链式质控管理，在物品回收方面要准确清点和检查器械，做好

详细记录。在物品清洗方面，对清洗好的物品进行检查，如若

存在不合格机械返工重新清洗；在物品分类方面，要根据物品

的不同性能对其进行分类，并仔细检查机械功能是否完好；在

物品包装方面，要对机械进行仔细检查，确认其表面清洁，性

能完好后将灭菌包标签贴于包装外。在物品发放方面，工作人

员要对灭菌包进行检查，根据先后顺序对灭菌包进行发放。（3）

转岗责任制，将消毒供应室人员分为清洗，包装，灭菌，发放



  12

国际临床医学 :2023 年 5 卷 5 期
ISSN:2661-4839

四个责任小组，实行全程责任包干制，在接收和分类方面，工

作人员要对器械进行全面检查，对于存在问题的器及时进行反

馈，并按标准进行分类；在清洗消毒方面，工作人员要严格按

照规范操作对器械进行清洗，并由组长对清洗质量进行检查；

在灭菌方面，责任护士要督促工作人员完成灭菌工作，并检查

灭菌包是否合格；在发放方面，工作人员要仔细核对好再将器

械送至手术室，待使用完毕后再及时回收。

1.4 观察指标

（1）器械管理合格率。根据《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管理规

范》[8] 标准，记录两组医疗器械在回收等6个方面的合格率。

（2）器械管理质量。给予医院自制管理情况量表[9]（Cronbachsα

系数为0.87）评估，5个维度，均0-100分，分数越高，器械

管理质量越好。（3）管理缺陷。记录两组出现包装及清洗不

规范等不良事件例数，分别计算占比，占比越高，缺陷越严重。

（4）管理满意度。使用自制管理满意度量表[10]评估，共0-100分，

大于75分为非常满意；75至 50分记为比较满意；50-25分为

满意，低于25分为不满意，记录不同评价人数情况，计算占比 [6]。

（5）工作意识。制定调查问卷 [11]，由工作人员填写，共4项

内容，均0-100分，分数越高，意识水平越高。

1.5 统计分析

给予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分别用均

数±标准差（ x ±s）、率表示，比较分别采用t、χ2 检验，

P<0.05 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器械管理合格率比较

观察组回收、去污、消毒、包装、储存、运输 6 方面

合格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器械管理质量比较

观察组清洗、消毒、回收、储存 4 项器械管理质量评

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器械管理质量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清洗（分） 消毒（分） 回收（分） 储存（分）

观察组 200 87.82±1.39 89.98±2.05 88.25±1.99 87.43±2.17

对照组 200 82.37±1.45 83.74±1.38 83.36±2.39 81.35±2.09

t / 38.372 35.710 22.236 28.540

P / <0.001 <0.001 <0.001 <0.001

2.3 管理缺陷比较

观察组包装不规范、清洗不达标、信息登记不全、

器械包潮湿 4 项不良事件总占比 10.50%，对照组占比为

21.00%，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工作人员管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满意度为 95.00%，对照组为 70.00%，观察组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2.5 工作意识比较

观察组责任意识、主动服务、差错防范、安全防范 4

项人员意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5.

3 讨论

消毒供应室作为医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为

各部门，各科室提供无菌产品的工作，其工作质量与其他科

室的医疗护理质量和控制院内感染具有密切的联系，对于确

保医院工作顺利开展和医疗安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能够提高工作人员的岗

位责任意识，减少差错事件的发生，有效提高医院消毒供应

室的工作质量 [13]。

本研究中，观察组回收等 6方面合格率均高于对照组，

说明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消毒供应室的器械

管理合格率更高，分析原因在于通过链式质控管理，能够使

科室清洗，包装检查，发放四个小组互相监督，充分发挥各

单元的价值，且实行专岗责任制，工作人员会对器械进行

严格检查后发放，工作质量较高，因此器械合格率更高 [14]。

本研究中，观察组清洗等 4项器械管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说明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器械管理质量

更高，分析原因在于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工

作人员责任感更强，对于清洗，消毒，回收等的工作更细致，

因此器械管理质量更高。

本研究中，观察组包装不规范等 4 项不良事件总占比

10.50%，对照组占比为 21.00%，观察组低于对照组，说明

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管理缺陷更少，分析原

因在于通过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会强化工作人员

的技能，使工作人员责任感更强，且会对各个环节的工作进

行严格监控，促使每个环节都达标，因此管理缺陷更少 [15]。

本研究中，观察组满意度为 95.00%，对照组为 70.00%，观

察组高于对照组。说明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

工作人员的满意度更高，分析原因在于通过链式质控管理

结合专岗责任制全面提升了工作人员的管理知识和能力，从

表 1器械管理合格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回收 去污 消毒 包装 储存 运输

观察组 200 194（97.00） 188（94.00） 195（97.50） 197（98.50） 193（96.50） 199（99.50）

对照组 200 181（90.50） 170（85.00） 182（91.00） 184（92.00） 177（88.50） 189（94.50）
2x / 7.211 8.619 7.796 9.338 9.225 8.591

P / 0.007 0.003 0.005 0.002 0.002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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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消毒供应室出现错误事件的情况更

少，因此工作人员满意度更高。

本研究中，观察组责任意识等 4 项人员意识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说明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工作

人员的工作意识更强，分析原因在于通过链式质控管理结

合专岗责任制，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意识更强，通过各小

组相互监督，相互联系，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因此工作人员工作意识更强。

综上所述，实行链式质控管理结合专岗责任制能够有

效提高医院消毒供应室的器械管理合格率和器械管理质量，

使工作中出现管理缺陷的情况更少，能够有效提高工作人员

的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工作人员的满意度更高，值得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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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管理缺陷比较 [n（%）]

组别 例数 包装不规范 清洗不达标 信息登记不全 器械包潮湿 总占比

观察组 200 6（3.00） 4（2.00） 9（4.50） 2（1.00） 21（10.50）

对照组 200 13（6.50） 15（7.50） 10（5.00） 4（2.00） 42（21.00）
2x / - - - - 8.309

P / - - - - 0.004

表 4 工作人员管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20
13

(65.00)
3

(15.00)
3

(15.00)
1

(5.00)
19

(95.00)

对照组 20
9

(45.00)
3

(15.00)
2

(10.00)
6

(30.00)
14

(70.00)
2x / - - - - 4.329

P / - - - - 0.037

表 5 工作意识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责任意识 主动服务 差错防范 安全防范

观察组 20 90.57±1.35 87.51±1.36 88.34±1.98 87.67±1.82

对照组 20 84.57±1.96 80.03±1.82 83.34±2.35 82.57±2.11

t / 11.275 14.723 7.277 8.185

P / <0.001 <0.001 <0.001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