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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在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及价值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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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PDCA 循环在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及价值体会。方法 选取我院2018.10- 2019.10 月 800 件消毒
供应室回收的医疗器械，按照是否采取PDCA 循环管理模式平均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400 件。对比两组医疗器械的清洗
合格率、灭菌合格率、干燥合格率以及包装合格率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观察组清洗合格率、灭菌合格率、干燥合格率以及包装合
格率分别为97%、100%、100%、98%，对照组清洗合格率、灭菌合格率、干燥合格率以及包装合格率分别为82%、96%、97%、
92%，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PDCA 循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消毒供应室的工作质量，从而减少医院感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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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消毒供应室是医院重要的科室，为各个科室的医疗护理

提供了基础和保障，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医院内感染，为

患者提供安全和健康保障
[1]
。医院的各项医疗操作中，消毒

供应室对医疗器械、设备等物品进行回收、清洗与消毒、检

查、保养、包装、灭菌、发放，重新投入医疗服务中。PDCA

循环是目前较为先进的一种管理模式，在消毒供应室中应用

效果良好，不仅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同样还能够预防医院

内感染等问题的发生。本文选取我院 2018.10-2019.10 月 800

件消毒供应室回收的医疗器械，对其应用 PDCA 循环护理管理

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10-2019.10 月 800 件消毒供应室回收的

医疗器械，按照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进行护理管理的医疗

器械分为观察组 400 件，未采取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进行护理

管理的医疗器械分为对照组 400 件。本次研究回收的医疗器

械均为各科室已经使用过的医疗器械，排除已经损坏的器械。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管理模式，主要是根据医院制定的相关

标准对回收医疗器械进行清洗、灭菌、干燥和包装，对于不

良事件及时上报，同时根据医院制定的应急处理方案进行处

理，同时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与激励制度。 

观察组则采取 PDCA 管理模式，具体措施为：①PLAN：首

先要制定确切科学的循环改进计划，并护士长以及护理人员

成立 PDCA 小组。PDCA 小组在进行护理管理工作中根据卫生

部门的相关规范中的相关规定对工作人员操作和理论培训、

消毒清洁、手术仪器的安全性检查等各方面进行护理风险评

估。对相关人员的基础理论知识、操作技能进行培训，制定

详细具体的培训计划和严格的考核制度，比如，内镜仪器和

手术器械的分类包装进行消毒灭菌流程及规范、管理相关知

识等。②DO：加强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理人员的职业培训，

提高其职业道德与责任意识，同时加强安全教育工作，提高

护理人员对预防措施的重视程度，强化护理人员的质量意识，

从而在工作中自觉遵守各项规范；同时要加强护理人员的法

律知识培训。③CHECK：需要消毒供应中心工作情况进行全面

评价与控制。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选择量化指标进行评价，

从而提高检查结果的准确率和效果。并且将检查结果与工作

人员的个人薪酬相挂钩，有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和主动性，也有助于推动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④ACT：在此

过程中，主要是对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出、

讨论与纠正的过程，同时结合其他科室对于消毒供应中心的

评价，从而提高自身的工作质量，并对其他问题进行下一个

循环目标的制定与纠正。 

1.3 观察指标 

清洗合格率、灭菌合格率、干燥合格率以及包装合格率。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行 t检

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行χ
2
检验，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清洗合格率、灭菌合格率、干燥合格率以及包装

合格率分别为 97%、100%、100%、98%，对照组清洗合格率、

灭菌合格率、干燥合格率以及包装合格率分别为 82%、96%、

97%、92%，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详见表 1。 

表 1 两组医疗器械合格率差异对比（n，%） 

组别 清洗合格率 灭菌合格率 干燥合格率 包装合格率

观察组（400）388（97.00）400（100.00）400（100.00）392（98.00）

对照组（400）328（82.00） 384（96.00） 388（97.00） 368（92.00）

P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PDCA 循环主要是通过制定科学的计划，明确每个护士的工

作与责任，同时加强监督与指导，并通过不断的总结推动自身

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从而减少差错的出现，提高消毒供应

室的工作质量
[2]
。首先需要加强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理人员的

职业培训，提高其职业道德与责任意识，同时加强安全教育工

作，提高护理人员对预防措施的重视程度，强化护理人员的质

量意识，从而在工作中自觉遵守各项规范；同时要加强护理人

员的法律知识培训，从而让护理人员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

性，并在工作中保持高度的集中力。此外，通过持续职业培训

措施，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确保护理人员在消毒供应中

心工作中完成各项医疗机械的清洗、消毒、灭菌与包装工作。

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发放健康知识以及法律知识相关

手册，提高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
[3]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清

洗合格率、灭菌合格率、干燥合格率以及包装合格率等方面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 PDCA 循环的应用有助于

提高消毒供应室的工作质量，从而减少医院感染的出现。 

综上所述，PDCA 循环法在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有着良

好的应用效果，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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