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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中心的环境特殊性，决定了工作人员长期处于各种安

全隐患之中。如果被携带患者血液、体液的器械划伤，就可能引发

疾病的感染。消毒供应工作岗位的潜在隐患，随时都可能威胁到工

作人员的生命健康。消毒供应的工作人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安全防

御意识，充分的认识到职业损伤造成的严重后果。采用积极有效的

预防措施，降低感染出现的概率。随着经济发展，消毒设备也在不

断更新换代。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流程更加的复杂，对于工作人员

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但是因为部分工作人员的自我防护

意识不足，对于各种安全威胁的不重视，导致各种安全事故屡禁不

止。本文主要是针对消毒供应中心的安全隐患和防护进行探究，并

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1.常见的安全威胁 

1.1 物理因素造成的安全威胁 

随着消毒供应中心规模的逐步扩大，各种先进仪器的运用有效

的提升了消毒工作的效率。但是这些设备都会发出不同程度的噪

声，长时间的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工作可能会诱发头痛、烦躁、听

力减退等症状。在进行高压蒸汽灭菌的过程中，因为仪器的灭菌温

度可以达到 134℃，灭菌完成之后仪器的温度还会保持在 95℃左右。

工作人员在取出消毒的物品时，如果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就可能造成

烫伤。同时在进行各种器械的清点回收的过程中，会出现刀头、针

头、尖锐器械的散落，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会造成外伤，甚至

会导致疾病感染。常见的感染疾病包括了败血症、乙肝等，都会对

于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1.2 化学因素造成的安全威胁 

消毒工作中会使用到除锈剂、含氯消毒剂等具有刺激性、腐蚀

性的物品，长时间的接触消毒类的化学物品可能会对于工作人员的

呼吸道、眼结膜等部位造成一定的损伤，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

量。 

1.3 生物因素造成的安全威胁 

在进行污染物品的回收、清点、去污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

带有血液、体液和其他污染的垃圾。一旦防护工作不全面，就可能

会诱发疾病。比如通过血液传播的乙肝、艾滋等疾病。 

1.4 缺乏防护造成的安全威胁 

部分消毒人员没有认识到防护工作的重要性，自身防护意识十

分淡薄。针对疾病的传播、危害的认识不清楚，不能严格的按照常

规操作规范工作。工作人员随意的对于工序进行调整，可能会的对

于自身造成十分严重的健康威胁。 

2.消毒供应中心的防护措施 

2.1 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力度，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针对消毒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建立健康档案，每年都要进

行体检。动态记录工作人员健康状况，及时的发现疾病感染的情况。

要定时的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科学、高效的消

毒制度和技术要求，监督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工作。为工作

人配备必须的防护用品，比如要为回收污染区的人员配置专业的防

护服装、面罩等设备。 

2.2 重视生物因素的安全危害的防护 

患者的血液、体液、排泄物都可能携带病菌，因此消毒供应中

心人员要在清洗和回收时格外的注意。遇到带有血液、体液的设备

和物品，要做好以下防护工作：1.佩带双层的橡胶手套，不能直接

用手触及被污染的设备和物品。工作完脱掉手套要及时的洗手，如

果工作中途出现手套破裂的情况，就要彻底的进行手部清洗消毒，

更换手套之后再继续工作。2.如果皮肤接触到血液、体液等污染物，

就要严格的按照六步洗手法进行清洗。及时的清洗并消毒是医护人

员自我防护的有效方式之一。3.工作人员在工作时会被设备和物品

中溅出的血液污染到口罩、面罩等防毒用具，这时需要及时的清洗

消毒。 

2.3 强调化学因素的安全危害的防护 

消毒中心会运用到很多的消毒剂、杀菌剂等化学物品，如果防

护不严密就可能对于工作人员的皮肤、呼吸道造成损伤。因此工作

人员要穿戴好防护服，戴好口罩、面罩等防护用品。如果消毒液体

溅至皮肤之上，立即使用清水冲洗。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相关工作

规范，做好工作环境的防火、防爆等安全预防工作。 

2.4 强化物理因素的危害防护措施 

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蒸汽灭菌仪器的操作规

范进行操作，为了避免烫伤要佩戴棉质防护手套。在夏季进行工作

时。要重视降温防暑工作，采用排气扇、电风扇进行降温。消毒供

应中心人员长期的接触棉球、纱布容易被飘散的纤维刺激到呼吸

道，甚至会导致哮喘等疾病。因此在进行工作时，需要戴上加湿口

罩。同时要加强设备的检修、维护、保养，减低噪声对于患者身心

健康的损害。 

综上所述，针对消毒供应中心的安全隐患与防护的讨论是非常

必要的。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流程更加的复杂，对于工作人员的专

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力度，建立完善的管

理制度。重视生物、化学、物理因素造成的危害预防措施，消毒供

应的工作人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安全防御意识，充分的认识到职业

损伤造成的严重后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科学、高效的消毒制度和

技术要求，监督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工作。强调消毒供应中

心的设备维护检修工作，为日常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