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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消毒供应中心器械清洗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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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品管圈在消毒供应中心器械清洗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以我院消毒供应中心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未

实行品管圈方案的 520 组器械为参照组，以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间实行品管圈方案的 550 组器械为实验组。比较、分析两组器械

的清洗质量情况、工作人员工作质量情况及器械使用人员满意度情况。结果：与参照组相比，实验组器械清洗合格率、包装合格率、消毒

灭菌合格率、供应合格率更高，工作人员工作质量各项评分更高，器械使用人员满意度更高，P<0.05，存在统计学差异。结论：在医院消

毒供应中心采取品管圈方案来管理器械清洗可使器械清洗质量显著提升，利于医院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可予以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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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我院实施品管圈前后的器械为对象，探究实施品管圈在

消毒供应中心器械清洗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以供临床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消毒供应中心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未实行品

管圈方案的 520 组器械为参照组，以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

间实行品管圈方案的 550 组器械为实验组，再从实施品管圈前后使

用器械的人员中各抽出 120 人参与到本次研究中。两组均由同一团

队人员负责，其中，共有 2 名灭菌人员及其他 8 名工作人员。10

名工作人员中，男 1 名，女 9 名，年龄 25-36 岁，平均年龄（30.25

±2.07）岁。经比较两组基线资料，P＞0.05，无统计学差异，可以

予以组间对比。 

1.2 方法 

参照组行以往传统清洗管理，实验组行品管圈器械清洗管理，

即：（1）组建品管圈小组：由消毒供应中心资历最高的主管护师任

组长，负责组织、实行、监督品管圈活动，由其中 1 名护师任指导

员，负责监控活动内容执行情况及与各部门的沟通工作，其他成员

均为小组成员。完成品管圈小组建立后，应由资深专家负责对品管

圈小组组员进行培训，使组员能够熟练掌握品管圈活动要点、方式

及规范等，并在组员通过考核后方可进行品管圈活动，以便工作人

员能够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品管圈活动。（2）制定好品管圈活动

主题：在完成品管圈活动后，组长应组织组员召开主题确定会议，

归纳、总结各方意见后，以医院当前政策及紧急问题为基础，来制

定相应的活动主题，本次活动的主题为提高器械清洗质量。（3）对

未实行品管圈消毒供应中心的 520 组器械的清洗质量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汇总好此前器械清洗、灭菌等不合格的原因，即：医院

设备及器械种类一直在不断增多，但消毒供应中心对于新进器械的

认知不足；未制定规范的清洗流程及制度；未做好消毒中心工作人

员培训，工作人员缺乏责任感。基于以上问题，由品管圈小组组员

负责进行统一的改善措施，并按照措施一一执行下去。（4）品管圈

活动执行：①强化工作人员培训：邀请经验丰富的护师对品管圈小

组组员进行专业培训，并通过临床带教的方式强化工作人员的器械

知识掌握度，使工作人员能够快速了解器械用途、清洗及保存等知

识，并强化工作人员操作技能，以提高其专业能力。同时，应通过

培训强调器械清洗质量对于医院医疗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工作人员

的责任感及使命感[1-2]。②制定严格的器械清洗流程及制度：组长应

明确好每位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并监督好其规范操作等情况，同

时制定好相应的奖惩机制，以此强化工作人员责任感，确保工作人

员能够严格按照流程进行器械清洗等。③科室间沟通：应及时与各

科室沟通好器械需求情况、更换情况等，并汇总各科室对于器械清

洗质量的意见，以便及时改进器械清洗流程，以提高器械清洗质量
[3-4]。 

1.3 观察指标 

比较、分析两组器械的清洗质量情况、工作人员工作质量情况

及器械使用人员满意度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以软件 SPSS19.0 处理本次研究数据，采用 t、χ2 分别检验计量

资料[以（x±s）表示]、技术资料[以 n（%）表示]，研究结果 P<0.05

表明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器械清洗情况对比 

参见表 1，与参照组相比，实验组器械清洗合格率、包装合格

率、消毒灭菌合格率、供应合格率更高，P<0.05，存在统计学差异。 

表 1 两组器械清洗情况对比[n（%）] 

组别 组数 清洗合格 包装合格 消毒灭菌合格 供应合格 

实验组 550 545（99.09） 537（97.64） 539（98.0） 542（98.55） 

参照组 520 483（92.88） 488（93.85） 486（93.46） 475（91.35） 

χ2 值 27.301 9.531 13.666 29.426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工作人员工作质量对比 

参见表 2，与参照组相比，实验组工作人员工作质量各项评分

更高，P<0.05，存在统计学差异。 

表 2 两组工作人员工作质量对比（x±s，分） 

组别 名 积极性 质控管理 团队精神 工作技巧 

实验组 10 99.15±1.34 96.50±3.30 93.10±3.13 98.67±2.05 

参照组 10 80.80±3.55 81.43±4.07 80.70±4.26 82.87±3.53 

t 值 15.263 9.095 7.418 12.240 

P 值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器械使用人员满意度对比 参见表 3，与参照组相比，实验组器械使用人员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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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存在统计学差异。 

表 3 两组器械使用人员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人 非常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120 100 18 2 118（98.33）

参照组 120 80 23 17 103（85.83）

χ2 值 12.860 

P 值 <0.05 

3 讨论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是各大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对医

院各科室所用器械进行消毒及保存等，而器械的清洗质量关系到医

院整体医疗安全，因此，如何提高消毒供应中心器械清洗质量一直

是各大医院研究的重点[5]。作为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品管圈是

指通过组建小组的方式来不断对日常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总结与纠

正，并通过强化团结合作的方式来规范管理，进而实现提高工作效

率及质量的目的[6]。因此，将品管圈应用于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对

于提高器械整体清洗质量及消毒中心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研究结果显示，经品管圈管理后，与参照组相比，实验组器械清洗

合格率、包装合格率、消毒灭菌合格率、供应合格率更高，工作人

员工作质量各项评分更高，器械使用人员满意度更高，P<0.05，存

在统计学差异。 

综上所述，在医院消毒供应中心采取品管圈方案来管理器械清

洗可使器械清洗质量显著提升，利于医院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可

予以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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