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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口腔科复用器械的应用价值 
蔡华丽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珠海  519000 

摘要：目的：探讨精细化管理在口腔科复用器械的应用价值。方法：抽取我院 2021 年 1月- 2021 年 6 月 180 份口腔科复用器
械，期间开展精细化管理，纳入观察组，并选择 2021 年之前尚未开展精细化管理的 180 份器械纳入对照组，比较两组医护人
员满意度、口腔科复用器械车针扩锉针合格率。结果：观察组医护人员满意度、口腔科复用器械车针扩锉针合格率和对照组比
较，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口腔科复用器械实施精细化管理管理可提高口腔科车针扩锉针合格率，并提高工作人员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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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科复用器械是口腔科室完成治疗、护理工作的必要

工具，是疾病传播的主要来源。口腔科车针或者根管挫等复
用器械经常与有机物质如病人的组织、血液、唾液接触。如
没有有效的消毒管理，将增加医院感染的可能性。感染可危
害病人的健康和安全。加强口腔科车针或者根管挫等复用器
械的消毒管理，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
十分重要

 [1-2]
。本研究探析了精细化管理在口腔科复用器械管

理中的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 2021 年 1 月-2021 年 6 月份 180 份口腔科复用

器械，期间开展精细化管理，纳入观察组，并选择 2021 年之
前尚未开展精细化管理的 180 份器械纳入对照组，观察组的
工作人员 4名，年龄 25-35 岁，平均（30.55±1.02）岁。工
作时间（5.74±1.04）年。对照组观察组的工作人员 4 名，
年龄 25-38 岁，平均（30.62±1.12）岁。工作时间（5.71
±1.02）年。 

两组资料差异不显著，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实施精细化管理管理。

（1）强化专业人才培养。每个月举行护士、和消毒人员例会，
学习系统应急预案和新修订的 SOP操作规程，每周掌握一次，
周末检查质控护士。以图文形式普及和指导精密仪器，掌握
特殊仪器的使用与清洗方法，掌握拆卸技巧，提高清洗质量
和工作效率。（2）增加清洗设备，优化工作流程。严格执行
清洗消毒等规范流程，用含酶制剂的清洁剂浸泡锉针 10 分钟
以上，然后用超声波清洗机振荡 5 分钟；或者软刷清除锉体
表面附着物；医用自来水管下充分冲洗清洁锉针；自然晾干
锉针或用干净吸水纸吸干锉针表面的水分，保持锉针清洁、
干燥；装架或装盒，标注消毒时间；三次预真空高温高压灭
菌。为了改变以往车针扩锉针胡乱摆放不利于清洗消毒，医
生取用不方便，采取整齐排列的模式，根据临床需求选择合
适的车针架扩挫架，配套的铝制针盒进行高温高压消毒提高
临床效益。（3）使用方法。护士将配套的铝制针盒放在治疗
托盘上，护士根据配套的铝制针盒的针数进行分针检查，最
后确定治疗方案。（4）强化清洁质量监测与评价。科组建了
以护士长为组长的质控小组，由质控人员负责，按专科护理
质量标准，每日随机抽查常用器械，检查清洗质量，通过人
员学习各环节控制标准。每次使用前应对车针进行清洁和消
毒。将车针置于 135 度以上消毒，至少 10 分钟。车针经消毒
或清洗后，应干燥并保存在干净、无水分的环境。金刚砂车
针削针尖磨损比尾端快，是临床上常见的现象，应注意及时
更换车针，避免切割效率低。使用涡轮机冷却水时，每分钟
应达到 50 ml。使用钨钢车针后，用高温高压清洗后进行消
毒。不能用含氯消毒剂浸泡车针，否则会使钨钢车针锈蚀。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人员满意度（0-100 分，越高表示满意度

越高）、口腔科复用器械车针扩锉针合格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2.0 软件,计数 x2 统计，计量 t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人员满意度 
观察组的护理人员满意度比对照组高(t=7.252,P=0.000

＜0.05)。观察组的护理人员满意度是 96.11±3.02 分，而对
照组的护理人员满意度是 82.01±2.45 分。 

2.2 口腔科复用器械车针扩锉针合格率 
观察组口腔科复用器械车针扩锉针合格率均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口腔科复用器械车针扩锉针合格率比较[例数（%）] 

组别 车针扩锉针合格率 

对照组（180） 158（87.78） 

观察组（180） 178（98.89） 

X
2
 17.857 

P 0.000 

3 讨论 
口腔科复用器械种类多、精巧、使用频繁，为使口腔科

复用器械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中更加安全，有必要探索一种安
全有效的设备管理模式

 [3]
。精细化管理是一种设备资源、人

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减少临床工作量，体现以病人为中心
的整体护理模式，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将其用于口腔科
复用器械的清洗消毒工作当中，可进一步提高口腔科复用器
械的清洗消毒质量，保障患者的安全

[4]
。 

在传统的诊疗过程中，常采用多孔持针-巡诊模式，所需
针由医生选择。不同患者的针数也不同，因此针的数量也不
同，最后处理的流动护士也不能确定。所以，分针不固定。
所以，分针这一重要环节将成为送针的关键，但是随着采取
配套的铝制针盒模式，这个环节将不复存在，消除了分针过
程中出现掉针的可能。同时，采取根据医院消毒和医院感染
管理的相关规范或标准，车针属于高危险性物品，一旦消毒
后打开未使用，可造成针头重复消毒，增加针头消耗，增加
医疗费用，增加消毒供应中心工人的劳动量，将大大降低劳
动效率。而采取配套的铝制针盒，可大大减少重复灭菌次数，
从而降低针头损耗，提高针头的合理利用率，严格实施口腔
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的原则，极大地减少了交叉感染，提高
了医疗质量。 

综上所述，口腔科复用器械实施精细化管理管理可提高
口腔科复用器械车针扩锉针合格率，并提高工作人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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