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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灭菌的相关护理管理应用效果观察 
廖  云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贵阳  550002） 

摘要：目的：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灭菌的相关护理管理应用效果观察。方法：对比我院实施相关护理管理前后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灭菌效果进

行对比。将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作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将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作为观察组，采用加强护理管理。结果：观

察组清洗消毒灭菌合格率高于对照组，包装不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灭菌中加强护理管理能有效提高

工作效率，减少包装过程中的人为失误，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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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镜器械是临床中应用频繁且精密度较高的医疗器械，一般由

消毒供应室对腔镜器械进行统一清洗消毒灭菌，对临床治疗的安全

有重要影响[1]。一旦清洗消毒灭菌工作不合格，会大大增加院内感

染的发生率，不仅影响了患者的康复，还可能加剧患者病情，引发

医患矛盾[2]。因此，本次研究对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灭菌进行相关护

理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基本资料 

对比我院实施相关护理管理前后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灭菌效果

进行对比，将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作为对照组，共使用 251

件腔镜器械，其中宫腔镜 123 件，腹腔镜 128 件；将 2018 年 7 月

至 2018 年 12 月作为观察组，共使用 263 件腔镜器械，其中宫腔镜

128 件，腹腔镜 135 件。两组基本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

具有研究价值。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采用加强护理管理，内容如

下：第一，专业培训。定期对专科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安排

学习能力较强的人员进入科室学习，安排护理人员进入手术室，了

解腔镜的具体使用方法，从而提高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灭菌的合格

率；第二，制定相关制度。手术室人员应在术后预处理腔镜器械，

在于消毒供应室交接时，对器械进行检查。另一方面，根据手术时

间，合理安排消毒供应室的排班，保证能对手术后的腔镜器械及时

回收并处理；第三，制定清晰流程。腔镜器械的结构复杂，且精密

性较高，因此应安排对腔镜器械了解较深的人员进行拆卸，并逐步

清洗；第四，包装流程管理。专科护士在包装前应对腔镜器械进行

严格的检查，退回不合格的腔镜器械，重新清洗消毒灭菌，并修理

损坏的器械。核对组装完成后，放置于器械盒中，并贴上标识与说

明信息；第五，灭菌流程管理。根据不同腔镜器械的特点选择不同

的灭菌措施，例如低温等离子灭菌、高压灭菌等，对灭菌后的器械

进行相关检测，合格后方能供应至临床科室。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清洗消毒灭菌合格率以及包装不当发生率。 

1.4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数资料通过率（%）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若 P＜0.05，则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清洗消毒灭菌合格率对比 

观察组清洗消毒灭菌合格率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1

所示： 

表1 两组清洗消毒灭菌合格率对比[n（%）] 

组别 宫腔镜合格率 腹腔镜合格率 总合格率 

观察组 121/128（94.53） 127/135（94.07） 248/263（94.30）

对照组 102/123（82.93） 106/128（82.81） 208/251（82.87）

X2 8.523 8.246 16.755 

P 0.004 0.004 0.000 

2.2包装不当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包装不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2 所示： 

表2 两组包装不当发生率对比[n（%）] 

组别例数
器械丢

失 

器械功能

不全

器械种类

错误 

包装密闭

性差 

标识错

误 
发生率

观察

组
263 1（0.38）1（0.38）1（0.38） 2（0.76）3（1.14）8（3.04）

对照

组
251 3（1.20）5（1.99）4（1.59） 7（2.79）6（2.39）25（9.96）

X2 / / / / / / 10.231

P / / / / / / 0.001

3.讨论 

消毒供应室是医院内部清洗消毒灭菌相关手术器械的场所[3]。

由于手术室感染发生率较高，因此对手术器械的清洗消毒灭菌工作

一旦出现失误，会对患者的康复造成影响，甚至加重患者病情，容

易引发医患纠纷[4]。近年来，随着腔镜器械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

腔镜器械的清洗消毒灭菌工作也逐渐受到重视[5]。由于腔镜器械存

在结构复杂、精密度高等特点，因此必须要对腔镜器械的处理进行

良好的管理，保证其安全性[6-7]。 

本次研究显示，观察组清洗消毒灭菌合格率高于对照组，包装

不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原因如下：通过加强对腔镜器械

的护理管理，提高了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灭菌的工作效率，保证了其

合格率。通过对专业人员的培训，加强了对腔镜器械的了解，规范

了清洗消毒灭菌的程序，能有效避免对腔镜器械造成损伤。通过及

时回收器械的方式，能有效避免因放置时间过长导致的器械丢失等

情况。此外，通过对包装流程的规范，也能大大减少因包装不合格

而出现的感染情况。 

综上所述，在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灭菌中加强护理管理能有效提

高工作效率，减少包装过程中的人为失误，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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