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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安全管理用于消毒供应室中的价值研究 
刘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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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护理安全管理用于消毒供应室中的价值研究。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 3月- 2021 年 4月期间参与消毒供应
室工作的人员 12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采取护理安全
管理。对比两组患者的工作质量评分情况。结果：两组患者实施护理管理后，观察组风险意识、安全识别能力、服务态度、基
础操作评分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消毒供应室实施护理安全管理能有效减少不
良事件的发生，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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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主要向医院进行一次性医疗用品以及无菌物

品供应的部门外，还兼具了医院医疗器械的回收、清洁、消

毒、存贮、分配等工作
[1]
。其工作质量对医疗护理质量和患

者安危由直接的影响。加强消毒供应室的管理，能有效提高

医务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利于患者病情恢复，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
[2]
。本次研究主要分析护理安全管理用于消毒

供应室中的价值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3 月-2021 年 4 月期间收治的参与消毒

供应室工作的人员 12 例进行临床研究分析。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各 6例均为女性。其中对照组年龄 26-42 岁，平

均年龄为（30.35±3.12）岁；观察组年龄 25-40 岁，平均年

龄为（30.03±3.31）岁。两组患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采取护理安全管理，

具体方法如下： 

(1)管理加强：由护士长担任消毒供应室组长，并制定科

室管理条例，对每位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内容进行细化，严

格区分清洁区、污染区和无菌区，组长每日指定工作人员负

责整理以上区域，将质检检查落实到位。定期进行周会，对

工作进行总结，由组长进行评价。 

(2)规范物品发放：每周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工作

人员的业务能力及责任感，每天对物品进行清查整理，对缺

少的物品及时进行补充，如物品过期及时进行处理，并做好

标记。规范存放灭菌物品，每天进行要个检查，了解物品归

还情况，保障物品发放和归还的数量一致。每天对给各区域

至少清洁两次，消毒一次，保障物品的干燥和清洁。 

(3)安全管理：每位医护人员应对各自科室内制度规章熟

练掌握，并坚守自己的岗位，工作时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将

灭火器等物品放置在对应区域；对室内电路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以最大程度杜绝危险隐患出现。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实施护理管理后的工作质量评分情况（包

括风险意识、安全识别能力、服务态度和基础操作，0-100

分，评分越高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n=6),风险意识(92.27±0.28)分、安全识别能

力(95.73±0.21)分、服务态度(95.45±0.62)分、基础操作

(97.71±0.02)分 

对照组（n=6),风险意识(84.78±0.33)分、安全识别能

力(85.66±3.08)分、服务态度(88.74±0.92)分、基础操作

(90.01±0.21)分 

（t=42.393，p=0.001；t=7.990，p=0.001；t=14.815，

p=0.001；t=89.410，p=0.001）经组间比较显示观察组风险

意识、安全识别能力、服务态度、基础操作评分情况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两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消毒供应室作为医院非常重要的部门，传统的管理模式

重规范，形式化较为严重，安全意识不强，不良事件的发生

情况较高，严重影响医务人员工作质量
[3]
。 

对消毒供应室实施护理安全管理加强管理由护士长担任

组长，对消毒供应室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细化工作内容，

每周对工作进行总结，针对工作中的问题可由小组讨论并提

出解决方案。同时每周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其业务能

力，并及时清点相关物品，做好记录和补充，保持消毒供应

室的干净整洁。另外为了预防危险隐患出现，应加强相关设

备设施的检查工作，对灭火器等物品放置进行规范
[4-5]

。本次

临床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风险意识(92.27±0.28)、安

全识别能力(95.73±0.21)、服务态度(95.45±0.62)、基础

操作(97.71±0.02)明显高于对照组风险意识(84.78±

0.33)、安全识别能力(85.66±3.08)、服务态度(88.74±

0.92)、基础操作(90.01±0.21)，护理安全管理应用价值高。 

综上所述，对消毒供应室实施护理安全管理能有效减少

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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