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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管理中质量管理与控制指标的应用效果观察 
张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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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消毒供应室管理中质量管理与控制指标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该院 2021 年 1 月到 2021 年 6 月消毒供应
室中进行质量管理与控制指标的 100 份资料作为观察组,选取该院 2020 年 6 月到 2020 年 12 月消毒供应室中未进行质量管理
与控制指标的 100 份资料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种资料的管理成果。结果：观察组的湿包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医疗器械清洗合格
率、包装合格率、无菌物品合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2组相比，差别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质量管理与控制指标
应用于消毒供应室的管理，可使得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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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是医院对医疗用品和器械进行消毒、清洗、

灭菌的场所，在无菌管理方面有着极高的标准要求，消毒供

应室的质量在护理质量、院内感染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1]
。本研究针对目前临床的现状，比较和分析给予消

毒供应室管理质量管理与控制指标的运用成果，详细见以下

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该院 2021 年 1 月到 2021 年 6 月消毒供应室中进行质

量管理与控制指标的 100 份资料作为观察组,选取该院 2020

年 6 月到 2020 年 12 月消毒供应室中未进行质量管理与控制

指标的 100 份资料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科室人员和工作

量剖析后显示，其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管理：依照医院的规则标准定期对医疗

用品进行清洗、消毒、灭菌等。观察组给予质量管理与控制

指标的管理：（1）成立管理小组：公开选拔经验丰富、业务

能力较高的人员作为小组成员，选择科室护士长为组长，小

组成员每天都要对消毒供应室的各个流程和环节进行细致的

监督，最大限度确保消毒供应室是在安全的环境中运转。同

时，小组成员要充分探讨出一套适合当下现状的工作制度和

控制指标，之后通过定期的检查及时的发现潜藏的安全隐患，

进而对之前的各项制度方案进行不断的优化调整。同时，通

过不断的学习和反复练习确保科室所有人员都熟练掌握清

洗、消毒、灭菌技术。（2）小组具体工作：小组成员每天都

要依照医院的标准规范对医疗器械的清洗、消毒和灭菌进行

仔细的核对和详细的记录，一旦发现有任何不合格事件，及

时做好登记，并和小组成员充分探讨其原因，每周进行以此

抽检，月底统一处理质检过程中的问题。（3）提高成员专业

素养：医院要加大对科室成员的培训力度，确保其已熟知消

毒、灭菌的专业知识和清洗流程，并以高度的质控意识严格

把关，若是发现有任何安全隐患，及时告知护士长，并和科

室人员一起讨论相应的应对策略。 

1.3 观察指标 

从湿包发生率、包装合格率、无菌物品合格率、医疗器

械清洗合格率来评估两组数据资料的质量管理和控制指标具

体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材料以

 sx  表现，组间相比采用 t 检验：计数材料用率(%)表现，

组间相比采用 X
2
测验，P＜0.05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n=100），湿包发生率（0.02±0.01）%，包装

合格率（98.56±0.10）%，无菌物品合格率（99.30±0.04）

%，医疗器械清洗合格率（98.54±0.06）%；对照组（n=100），

湿包发生率（0.06±0.02）%,包装合格率（92.40±1.14）%；

无菌物品合格率（90.33±1.24）%，医疗器械清洗合格率

（91.49±1.27）%（t=6.904，P=0.002；t=6.355，P=0.001；

t=5.683，P=0.002；t=6.513，P=0.001）(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不断倡导，使得人们对医

院服务的标准要求有了更高的期待值，无菌物品的充足与否

依赖于医院的消毒供应室的供应质量，医疗器械用品的消毒

灭菌操作不达标与院内感染之间可谓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联，如何将院内感染的几率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是当下医院管

理的重心
[2]
。 

消毒供应室应用质量管理和控制指标，可及时精准的发

现潜藏的安全隐患，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还可通过

用专业化的控制指标严查清洗、消毒、灭菌过程中的各种不

当行为，最大限度的确保各项操作环节都可与标准相符，从

而保障医院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无菌物品，并将科室人员的工

作风险系数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工作质量也可得到进一步的

优化提升；此外，小组成员的集体参与，可将之前质控过程

中护士长的单一主控角色转变为科室全体人员的共同参与，

这样一来，就可将护理人员的协同效用发挥到最大化，进而

使得工作效率得以优化
[3-4]

。 

总而言之，质量管理与控制指标的应用，可最大限度的

降低院内感染和医患纠纷的几率，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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