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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护理新理念在消毒供应中心的应用效果

田春莹　闫文涛　翁佳钰　徐茜　杨丽霞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710004

摘　要：目的：分析护理新理念对消毒供应中心工作质量的影响。方法：为提升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我院消毒供应中

心于 2022 年 1 月进行了护理新理念的施行。选取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间在消毒供应中心工作的 20 名工作人员，对

比护理新理念施行前后的工作质量评分差异。另选取 2021 年 1 月 -12 月在消毒供应中心清洗后的 1000 件医疗器械为对照组，

2022 年 1 月 -12 月选取在消毒供应中心清洗后的 1000 件医疗器械为观察组，对比组间灭菌合格率差异。结果：护理新理

念施行前工作人员的各项护理服务质量评分均要低于施行后，P ＜ 0.05；观察组的灭菌合格率均要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护理新理念的应用可针对性提升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质量，并能够促进灭菌合格率的提升，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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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院而言，消毒供应中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一机构虽然不负责患者的诊断和治疗，但主要负责医疗器

械的回收、清洗、消毒、灭菌、储存和发放工作，一旦消毒

供应中心出现医疗器械污染、破损或分类不当等情况，便会

对医院的正常运行造成不良反应，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患者发

生感染，导致医患纠纷的发生，故针对性提升消毒供应中心

的工作质量十分重要 [1-2]。为此，本研究针对性分析了护理

新理念对消毒供应中心工作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为提升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我院消毒供应中心于

2022 年 1 月进行了护理新理念的施行，并选取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间在消毒供应中心工作的 20 名工作人员作

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工作人员 4 例、女性工作人员 16 例，

其平均年龄为（31.81±4.15）岁，年龄区间为 26-50 岁，平

均工龄为（7.23±1.47）年，工龄区间为 2-21 年。

另选取 2021 年 1 月 -12 月在消毒供应中心清洗后的

1000 件医疗器械为对照组，2022 年 1 月 -12 月选取在消毒

供应中心清洗后的 1000 件医疗器械为观察组。

观察组中包含 407 件止血钳、342 件手术剪和 251 件其

他医疗器械。

对照组中包含 410 件止血钳、345 件手术剪和 245 件其

他医疗器械。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各项医疗器械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符合比较标准。

方法

常规管理：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依照相关规章制度

进行各类医疗器械的回收、清洗、消毒和无菌物品发放工作，

工作人员应定期接受培训，以促进工作质量的提升。

护理新理念：①将本中心需要进行清洗消毒的医疗器

械图谱进行详细描述，要求工作人员进行查看和学习，要求

工作人员能够明确各类医疗器械的结构，以方便工作人员能

够更为简便且全面的进行医疗器械的清洗。②建立完善的绩

效考核奖惩制度，科室要定期进行工作技能比赛等活动的举

办，通过考核工作人员的医疗器械清洗、消毒、灭菌等技能

水平，予以工作人员相应的奖励与惩罚，以促进工作质量的

提升。③详细划分工作职责，对每名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进

行详细划分，将岗位分配到个人，使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流

程更加科学且流畅。④不同的医疗器械要予以不同的清洗方

法，要不断进行先进清洗方式的学习，对于比较尖锐的器具

要在清洗时保护尖端头部，以避免损伤工作人员，管腔类器

械则应当在常规清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超声清洗，确保清洗

质量。

1.3 评定标准

对比护理新理念施行前后的工作质量评分差异和观察

组、对照组的灭菌合格率差异。

工作质量评分：自制量表，从工作态度、回收供给及

时性、器械清洗消毒情况、包装和储存发放情况等四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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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护理服务质量的分数评定，每个角度满分 10 分，得分

越高表示护理服务质量越高。

灭菌合格率：医疗器械清洗并干燥后，采用带光源放

大镜等方式观察器械齿牙处、关节及表面等是否光洁，是否

存在肉眼可见水垢、污迹或锈斑等，同时采用无菌棉拭子擦

拭器械表面，后采用培养皿培养，3d 后观察细菌数量，未

超过医院规定细菌数量，即判定为清洗消毒质量达标，反之

则判定为未达标，需重新清洗消毒 [3]。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为 SPSS 20.0，计数指标和计量指标表示方

法分别为 n（%）和 (`x±s)，检验方法则为 X2 和 t，当检验

结果（P）＜ 0.05 时为有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新理念施行前后工作人员的护理服务质量评分

差异

表 1 显示：护理新理念施行后医护人员的器械清洗、

消毒灭菌、分类包装评分数据水平均要高于施行前，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护理新理念施行前后工作人员的护理服务质量评分差异 (`x±s) 分

时间 n 工作态度 回收供给及时性 器械清洗消毒情况 包装和储存

施行前 20 9.14±0.68 9.07±0.65 9.09±0.66 9.23±0.67

施行后 20 8.35±0.92 8.44±0.89 8.47±0.90 8.61±0.84

t - 3.0882 2.5565 2.4844 2.5805

p - 0.0038 0.0147 0.0175 0.0139

2.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灭菌合格率差异

观察组的灭菌合格率为 99.20%（992/1000），对照组

的灭菌合格率为 96.80%（968/1000），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2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灭菌合格率差异

组别 件数 灭菌合格（件） 百分比（%）

观察组 1000 992 99.20

对照组 1000 968 96.80

x2 - 14.6939

p - 0.0001

3 讨论

消毒供应中心作为提供各种无菌物品的医疗供应单位，

负责着医院大部分医疗器械的回收、分类、清洗、消毒、灭

菌以及无菌物品储存和发放工作，而有相当一部分医疗器械

在使用时，会直接接触患者的皮肤粘膜或组织器官这便导致

医疗器械一旦清洗消毒不合格，便可能会对患者造成感染，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患者因感染而发生疾病，从而会对患者的

疾病治疗造成不良反应 [4]。并且，医院感染的发生还可能引

发患者的负面情绪，导致医患纠纷的发生，从而可能影响医

院正常医疗秩序或其他患者的就诊治疗，故针对性提升消毒

供应中心工作质量，确保医疗器械能够合格、合规的进行清

洗消毒，对于患者的治疗康复、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正常医疗

秩序的保障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新理念施行前工作人员的各项护

理服务质量评分均要低于施行后，P ＜ 0.05；观察组的灭菌

合格率均要高于对照组，P ＜ 0.05。上述研究结果证明了护

理新理念的应用可有效促进消毒供应中心工作质量的提升。

经临床分析发现，消毒供应中心的常规管理主要以遵循规章

制度进行工作和定期培训为主，上述管理措施的应用虽然能

够确保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保持较高的工作能力，能够促

进消毒供应中心正常部门职能和医院正常医疗秩序的保障，

但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缺乏工作热情，存在工作效率低

下，易发生医疗器械清洗灭菌不合格等问题，从而可能导致

医院感染的发生。而护理新理念则在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了消毒供应中心的岗位职责，并对医疗器械的图

谱进行了详解，确保所有工作人员均能够以高效率状态进行

工作，从而有助于消毒供应中心工作效率的提升 [5]。另外，

护理新理念还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的建立，针对性提升了

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专业技能，并有效避免了医疗器械

灭菌不合格等问题的发生，从而有助于消毒供应中心工作质

量的提升 [6]。

综上所述，护理新理念的应用可针对性提升消毒供应

中心的工作质量，并能够促进医疗器械灭菌合格率的提升，

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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