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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PDCA 循环模式在我院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鲍春梅 

沭阳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江苏宿迁  223600 

摘要：目的探讨于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工作中采用 PDCA 循环模式的效果及对工作质量的影响。方法 随机抽样 2020 年 8 月
- 2021 年 3 月我院实施 PDCA 循环护理管理后的 70 件消毒供应室医疗器械物品，另选管理前（2020 年 1- 7 月）消毒供应室
70件医疗器械物品进行对照。比较管理前后消毒供应室工作人员工作质量评分、工作合格率及团队合作情况。结果 管理后消
毒供应室工作质量评分显著高于管理前（P<0.05）；管理后医疗器械清洗合格率达到 96%以上，检查包装和发放合格率达到
95%以上，灭菌合格率达到 100%.；管理后消毒供应室工作人员团队合作各方面评分均较管理前显著提高（P<0.05）。结论 消
毒供应室应用 PDCA 循环模式行护理管理效果可观，能够有效促进工作质量及团队合作效果提升，改善工作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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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是负责医院内所有可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

器具和物品的清洗、检查包装、灭菌和发放的重要科室,是控

制院内感染的关键环节，其工作质量与医院工作推进及患者

生命安全息息相关
[1]
。科学、高效的护理管理模式不仅能够

提升工作质量，还可有效促进护理人员工作效率。PDCA 循环

是一条标准化流程管理模式，该模式通过中间环节的把控和

整体程序的监督全面提升管理质量
[2]
。本研究将 PDCA 循环应

用于消毒供应室，将该模式融入护理管理工作各环节，旨在

分析其应用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消毒供应室工作人员，共有 16 名工作人员，其中消

毒员 2名，保洁员 3名，11 名具有 3年以上消毒供应室工作

经验的护理人员 (其中大专 5名，本科 6名;护师 7名，主管

护师 4名)。抽取管理前（2020 年 1 月-7 月）、管理后（2020

年 8 月-2021 年 3 月）各 70 件医疗器械物品，管理前手术器

械包 21 件、灭菌医疗物品 49 件；管理后手术器械包 23 件、

灭菌医疗物品 47 件，管理前后医疗器械物品具备可比性

（P>0.05）。 

1.2 方法 

于 2020 年 8 月-2021 年 3 月在我院消毒供应室开展护理

管理，应用 PDCA 循环模式，具体措施包括：（1）P（计划，

Plan）：按照相关行业标准要求，通过与我院其他科室间沟

通总结现阶段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问题缺陷及不足，结合我

院消毒供应室实际情况值及走访巡视，制定针对性、可行性

的护理管理方案。（2）D（执行，Do）：①设置消毒供应室

质量监察管理岗，该岗位负责详细记录消毒供应室管理期间

工作流程并发现其中存在问题，将问题归纳分类后向上级反

馈。②加强工作人员培训，除了消毒供应室专科技能培训及

考核外，还需加强工作人员团队合作意识、职业道德素养及

工作责任心。提高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

强化其风险事件应对能力以保证消毒工作的顺利进行。③总

结现有的器械预处理、清洗、灭菌管理流程，在既往流程的

基础上加以完善，构建更加规范的标准化工作流程，严格按

照流程标准有效管理消毒供应室器械及用品。④按照功能将

供应室区域合理布置为预处理、清洗、灭菌、包装等区域，

并制作相应指示牌便于工作人员识别，各区域设置专用通道

避免交叉感染。按照器械结构、污染程度分类配置浓度与之

匹配的清洗溶液，并保持器械在清洗过程中始终在清洗液内

充分浸没。在完成包装的物品包装外部粘贴处理日期、物品

代号及名称，2 小时内进行灭菌。不定期抽查供应室灭菌物

品摆放间隔（>3cm）、物品清晰及灭菌质量。（3）C（检查，

Check）：设置消毒供应室质控小组，负责全面检查、监控器

械清洗、灭菌质量。定期开展消毒供应室工作考核，根据考

核结果及质控问题给与奖惩及纠正。（4）A（处理，Action）：

供应室内定期开展工作总结及研讨会，质控小组在会上公开

质控及考核报告，科室内人员共同讨论、分析其中存在的问

题。结合实际确定下一步护理管理措施在下一个循环中执行，

不断改进、完善循环内容。 

1.3 观察指标 

（1）应用工作质量评定量表（消毒供应室专用）分别从

灭菌质量、包装质量、器械管理质量、环境管理质量 4 方面

评估，各维度满分均为 100 分。（2）统计护理管理前后医疗

器械清洗、灭菌、检查包装、发放合格率并比较。（3）采用

自制合作调查问卷评估管理前后消毒供应室团队合作成果，

该量表从团队合作、合作意识、团队凝聚力、合作积极性 4

方面进行评估，各维度均按照情况从高到低评 6、4、2、0分。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5.0 软件分析所收集数据，合格率等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卡方检验，（ sx  ）表示质量评分等资料并采

用 t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工作质量比较 

管理后消毒供应室工作质量各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管理

前（P<0.05）,见表 1。 

表 1 管理前后工作质量比较（分， sx  ） 

时间 人数 灭菌质量 包装质量 器械管理质量 环境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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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 16 88.53±4.81 86.77±5.01 89.38±5.27 87.41±6.20 

管理后 16 94.60±3.95 95.02±6.19 97.42±4.96 97.28±5.93 

t 值  3.901 4.144 4.444 4.602 

P 值  0.001 0.000 0.000 0.000 

2.2  工作合格率比较 

管理后消毒供应室医疗器械清洗、检查包装、发放合格

率均略高于管理前，但二者差异并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管理前后工作合格率比较[n(%)] 

时间 件数 清洗 灭菌 检查包装 发放 

管理前 70 68（97.14） 70（100.00） 67（95.71） 67（95.71） 

管理后 70 70（100.00） 70（100.00） 70（100.00） 70（100.00） 

χ
2
值  2.029 - 3.066 3.066 

P 值  0.154 - 0.080 0.080 

2.3 团队合作情况比较 

管理后消毒供应室工作人员团队合作各方面评分均较管

理前显著提高（P<0.05），见表 3。 

表 3 管理前后团队合作情况比较（分， sx  ） 

时间 人数 团队合作 团队意识 团队凝聚力 合作积极性 

管理前 16 4.16±0.53 4.08±0.42 3.91±0.57 4.12±0.48 

管理后 16 4.71±0.41 4.69±0.50 4.60±0.46 4.73±0.45 

t 值  3.283 3.737 3.768 3.708 

P 值  0.026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消毒供应室是为医疗护理质量及患者健康提供重要基础

保障的核心科室，其工作质量备受重视
[3]
。以计划、执行、

监督、处理四个阶段共同组成的 PDCA 循环管理模式为良好得

护理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在各科室得以广泛应用
[4]
。 

PDCA 循环模式是一种以信息反馈机制为基础，螺旋式、

程序化提升管理质量，更新护理管理流程，从而实现质量全

面提升的管理理念
[5]
。PDCA 循环模式在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

中的应用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要求：首先，能及时反映工作

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在短时间内应答、分析及处理，总结问

题出现的主观与客观因素，积累经验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依

据。第二，管理模式需全面、多方位展现供应室工作中所存

在的问题，多角度提出缺陷，便于管理人员分析讨论、归纳

总结及制定对策。最后，PDCA 循环模式需以其高效的互动性

促进消毒供应室内工作人员、供应室与临床各科室工作人员

间的沟通，强化合作效果的同时激发工作热情，继而实现工

作质量的持续提升。 

本研究将 PDCA 循环各环节融入护理管理中，应用于消毒

供应室。结果显示，工作质量情况比较，管理后均显著高于

管理前（P<0.05），提示 PDCA 循环可提升消毒供应室工作质

量。分析原因可能与 PDCA 循环管理模式为护理工作提供预见

性有关，通过环环相扣的管理模式提高工作质量，为护理人

员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以全面促进其工作积极性的提升。管

理后供应室器械清洗、检查包装、灭菌、发放合格率均高于

管理前,但相较于管理前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是

因为本院管理前工作合格率就处于较高水准。此外，从团队

合作情况层面分析，本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后工作人员团队意

识、团队合作、合作积极性及团队凝聚力维度评分均得到显

著提高（P<0.05），表明以 PDCA 循环模式为基础的护理管理

模式可改善供应室工作人员团队合作成果。这可能归功于

PDCA 循环除强调工作能力外，定期对工作人员开展职业道德

等方面培训，有效改善了既往供应室工作中交流不足的缺陷。

工作人员在护理管理过程中凝聚力及合作意识潜移默化地得

到了提升，同时有利于培养其工作责任感及团队合作积极性。 

综上所述，以 PDCA 循环模式为基础在消毒供应室进行护

理管理效果良好，有利于工作人员工作质量及团队合作效果

的提升，能够有效提高工作质量，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曹雪.PDCA循环管理法对消毒供应中心应用过氧化氢低温

等 离 子 灭 菌 效 果 的 影 响 [J]. 国 际 护 理 学 杂

志,2021,40(13):2313-2316. 

[2]郑旸,张静,张玮. FOCUS-PDCA 模式在提升消毒供应中心

器 械 消 毒 质 量 中 的 应 用 [J]. 齐 鲁 护 理 杂

志,2021,27(16):158-161. 

[3]王素芳,崔兴芬,肖海荣.探讨 PDCA 管理循环模式对消毒

供应中心压力蒸汽灭菌后湿包发生率的影响[J].临床研

究,2021,29(4):194-195. 

[4]黄秀珍.PDCA循环工作模式在消毒供应中心应用及在降低

医 院 内 感 染 中 的 作 用 [J]. 黑 龙 江 中 医

药,2021,50(2):224-225. 

[5]焦倩倩.PDCA循环模式在我院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的应

用价值[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20,7(31):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