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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五常法进行手术室无菌物品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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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在进行手术室无菌物品间管理期间五常法应用可行性。方法：我院于 2014年 01月～2016年 06月在进行
手术室无菌物品间管理期间，选择常规方式展开，将此阶段设为对照组；我院于 2016年 06月～2018年 05月在进行手术室
无菌物品间管理期间，选择五常法展开，将此阶段设为观察组；最终就两组无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过期物品
检查消耗时间、无菌物品过期重消量、无菌物品放置数量以及包装穿孔、松散与空缺数量展开对比。结果：同对照组无菌物品
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过期物品检查消耗时间对比，观察组获得明显缩短（P<0.05）；同对照组无菌物品过期重消
量、无菌物品放置数量以及包装穿孔、松散与空缺数量对比，观察组获得明显改善（P<0.05）。结论：医院针对手术室无菌
物品间在进行管理期间，合理选择五常法完成，对于无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过期物品检查消耗时间的缩短，
无菌物品过期重消量的减少、无菌物品放置数量增加以及包装穿孔、松散与空缺数量的减少可以获得确切效果，从而对于工作
效率以及工作质量的提升均可以做出保证，进而证明五常法应用可行性，促进手术室无菌物品间管理质量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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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医院的重点技术部门之一，主要负责对患者实
施手术和抢救工作。而对于手术所用的灭菌敷料，灭菌器械，
和一次性无菌物品等，于无菌间存放，对此如果未选择有效
措施展开无菌物品间管理工作，则不但会导致工作人员工作
量有所增加，而且对于患者的疾病治疗也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1]
。本次研究将针对手术室无菌物品间确定最佳管理方法，
以此说明五常法应用可行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于 2014 年 01 月～2016 年 06 月在进行手术室无菌
物品间管理期间，选择常规方式展开，将此阶段设为对照组；
我院于 2016 年 06 月～2018 年 05 月在进行手术室无菌物品
间管理期间，选择五常法展开，将此阶段设为观察组。 

1.2 方法 

对于对照组，主要安排工作人员对手术室无菌物品进行
定期检查等完成常规管理；对于观察组，需要合理完成五常
法活动小组的创建，之后针对无菌物品间确保能够有目的以
及有计划完成五常法管理设计，确定监督管理责任人为仪器
护士。 

1.2.1 做好常组织工作 

针对无菌物品间物品的非必需性以及必需性，需要安排
工作人员进行准确判断，在对必需物品基数做出保证的情形
下，使其降至最低，针对非必需物品需要认真展开对应处理
[2]
。 

1.2.2 做好常整顿工作 

针对无菌物品间最终剩下的必需物品，工作人员在对其
进行摆放期间，需要于规定位置完成放置，保证具有 40m2物
品放置面积，并且做好对应标示工作，对于物品摆放的整齐
有序做出保证，具体为：①对物品位置进行规定：在对物品
类别明确的条件下，针对无菌物品储物架在进行放置期间，
需要做到科学系统规划。根据储物架顺序完成对应物品陈列
的排序，将各类物品进行明确划分，做到井然有序；②对物
品整齐放置做出保证：针对无菌物品摆放在进行规范的过程
中，需要将无菌包标签悬挂方法进行全面改革，统一安排于
无菌包外侧正中位置对标签进行悬挂；并且依据消毒日期按
照一定循序进行排列，以对于有效管理的实施做出保证；③
做好物品位置标示工作：针对无菌物品准备标签进行标示之
后，针对其放置位置需要进行有效标示。对于对应的器械类
别需要制作标签进行标示

[3]
。 

1.2.3 做好常清洁工作 

针对无菌物品间按上述方法完成设计管理后，需要对室
内物品放置的整齐性、规范性以及有序性做出保证，对于系
列物品备用状态的完好做出充分保证，并且认真展开清洁，

以防止呈现出变质、过期、空缺以及污染的现象。此外，安
排监督责任人需要做好检查工作

[4]
。 

1.2.4 做好常自律以及常规范工作 

针对无菌物品间完成设计管理工作后，需要就五常法系
列知识对工作人员进行讲解以及宣传，并且就系列内容积极
做好培训工作，以确保集体力量可以充分发挥。在进行管理
制度创建期间，需要做到群策群力，以确保规范以及标准制
度可以有效形成。之后在进行具体工作期间，可以确保依据
规章制度认真执行，对于自律习惯的良好养成做出保证

[5]
。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无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
过期物品检查消耗时间、无菌物品过期重消量、无菌物品放
置数量以及包装穿孔、松散与空缺数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对两组管理结果展开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无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过

期物品检查消耗时间）以 sx  形式合理展开 t检验，计数

资料（无菌物品过期重消量、无菌物品放置数量以及包装穿

孔、松散与空缺数量）以 n形式合理展开 X2检验，最终 P<0.05

为差异表现出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无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过期物品
检查消耗时间对比 

同对照组无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过期
物品检查消耗时间对比，观察组获得明显缩短（P<0.05），见
表 1。 

表 1 两组无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过期物品

检查消耗时间临床对比 ( sx  ) 

2.2 无菌物品过期重消量、无菌物品放置数量以及包装
穿孔、松散与空缺数量临床对比 

同对照组无菌物品过期重消量、无菌物品放置数量以及
包装穿孔、松散与空缺数量对比，观察组获得明显改善
（P<0.05），见表 2。 

 

 

 

 

组别 无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s/次） 环境整理以及过期物品检查消耗

时间（min/d） 

观察组 23.25±5.69 42.55±6.39 

对照组 89.52±13.75 164.49±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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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无菌物品过期重消量、无菌物品放置数量以及
包装穿孔、松散与空缺数量临床对比（n） 

组别 无菌物品过期

重消量（件/月） 

无菌物品放置

数量（件） 

包装穿孔、松散与空缺数

量（件/月） 

观察组 60 5100 0 

对照组 205 3255 49 

3 讨论 

以往医院针对手术室无菌物品间在进行管理期间，常规
方法的实施，难以获得理想管理效果，表现出诸多问题，具
体为：①物品放置呈现出过于凌乱的现象，在进行定位标示
期间，未按照要求规范进行，未做好找物指引工作以及规划
示意工作

[6]
；②在进行过期物品查找以及环境整理期间，需

要较多的时间；③表现出较多无菌物品过期重消毒的情况
[7]
；

④在进行无菌物品查找期间表现出较长时间；⑤无菌物品呈
现出包装穿孔以及松散的情况，并且存在诸多空缺。因为系
列问题的存在，无法对手术室无菌物品间工作质量作出保证，
不仅呈现出工作人员任务繁重的现象，还使得患者的治疗等
受到一定影响

[8]
。 

在此种情形下，针对手术室无菌物品间在进行管理期间，
五常法获得广泛应用，此种方法的应用，可以使得手术室工
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获得明显提升，主要因为此种方式在具
体实施期间，针对必需物品以及非必需物品可以进行对应处
理，对于前者，能够对其处置的完善性做出充分保证，后者
能够有效做好科学系统定位工作，对于标示的醒目性可以做
出保证。此外，能够将无菌包标签悬挂方法进行有效改革，
进而对于无菌物品具体摆放方法可以进行充分明确，对于工
作人员良好严谨工作态度的养成可以做出保证，最终对于手
术室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的提升可以做出保证

[9]
。 

五常法的实施，可以对医患双方的安全性做出充分保障，
主要因为此种方法在进行具体管理期间，可以在对室内物品
基数做出保证的条件下，对于物品备用状态的完好性做出保
证。并且对于物品变质、过期、空缺以及污染等系列现象可
以进行充分杜绝，并且对于检查工作的坚持实施可以做出保
证。从而对于患者疾病手术时间以及抢救时间的更多争取做
出保证，以对患者服务的优质化做出充分保证。可以避免在
进行手术室无菌物品间物品查找期间因为系列问题的影响，
最终呈现出系列医疗事故隐患的现象，最终对于医患双方的
安全性均可以做出保障

[10]
。 

此外五常法可以将医院整体形象显著提升，对于无菌物
品间环境的有条不紊可以积极创造，从而使得手术室工作人
员的工作责任感以及工作信心充分增强，对于自我价值可以
充分体现，最终确保手术室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获得明显提
升。 

可以将巡回护士离开手术室次数有效减少，从而使得护
理人员工作质量获得明显提升，此外可以将护理人员同患者
之间沟通时间有效增加，在对患者系列问题给予解答的同时，
可以对其需求进行满足，对于手术室内层流效果的保持可以
奠定基础，对于视觉管理效果的提升也可以做出充分保证。
此外，对于工作人员个人形象以及科室形象的改善可以做出
保证，具体在实施期间，对于环境品质以及行为品质可以充
分凸显，对于全体护理人员护理质量以及护士自律性的提升
可以奠定基础，最终对于科室整体形象的改变能够做出充分
保证。 

本次研究中，选择实施常规管理以及选择五常法进行手
术室无菌物品间管理的两阶段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就两组无
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过期物品检查消耗时

间、无菌物品过期重消量、无菌物品放置数量以及包装穿孔、
松散与空缺数量展开对比发现，同对照组无菌物品间查找物
品时间、环境整理以及过期物品检查消耗时间对比，观察组
获得明显缩短；同对照组无菌物品过期重消量、无菌物品放
置数量以及包装穿孔、松散与空缺数量对比，观察组获得明
显改善。分析此种结果的原因为：五常法的有效应用，使得
无菌物品间物品储放量呈现出明显增加，并且在物品摆放以
及环境等方面也呈现出明显改善，能够做到井然有序，从而
对于工作人员在进行物品查找时间节省方面可以获得显著效
果。此外，对于无菌物品间整理程序可以有效取消，进而使
得无菌物品检查耗时获得有效缩短，避免呈现出人员浪费的
现象；此类规范有效措施的采用，使得无菌物品重消量呈现
出显著性减少，进而避免呈现出遗留过期物品的现象，使得
资源浪费现象获得显著减少。此外，可以将长时间表现出的
无菌物品间管理难度显著特点充分解决，使得物件查找困难
问题获得充分解决，对于系列物品的查找可以有效确保在＜
30s 完成，进而对于时间浪费的减少可以获得显著性效果。
此外，对于无菌间物品污染、变质以及空缺等现象可以充分
避免，从而对于物品备用应急状态的完好性可以做出保证，
使得管理质量获得显著提升。在手术室无菌物品间管理水平
提升的情形下，可以对患者更多抢救时间的获得做出保证，
对于系列护理以及操作可以积极配合临床医师对患者展开治
疗；手术过程中如果表现出系列物品欠缺现象，无需离开手
术室或者需要过多时间进行器械查找，从而可以将工作效率
大幅度提升。最终获得上述结果，进一步阐明五常法应用可
行性。 

综上所述，医院针对手术室无菌物品间在进行管理期间，
合理选择五常法完成，对于无菌物品间查找物品时间、环境
整理以及过期物品检查消耗时间的缩短，无菌物品过期重消
量的减少、无菌物品放置数量增加以及包装穿孔、松散与空
缺数量的减少可以获得确切效果，进而使得医院手术室无菌
物品间的管理水平获得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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