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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PDCA 循环在医院再生医疗器械消毒灭菌与质量监测中循环在医院再生医疗器械消毒灭菌与质量监测中

的应用方法及效果分析的应用方法及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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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将PDCA循环应用于医院再生医疗器械消毒灭菌与质量监测中的价值。方法：2021年1月~2022年2月，

纳入400例医院再生医疗器械，选掷骰子法分为观察、对照组（N=200例）。对照组选择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选择PDCA
循环护理管理，对比观察对照组消毒合格率、护理管理质量水平。结果：观察组消毒合格率（手部卫生、器械消毒、灭菌

物品）整体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观察组护理管理质量水平（器械消毒质量、包装质量、知识掌握、环境质

量、设备管理）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明显（P<0.05）。结论：在消毒供应中心护理管理中，相较于常规护理管理

方式，PDCA循环模式应用效果更确切，消毒合格率较高，可提升科室护理管理质量水平，科室人员满意度更高，值得后

期推广应用。

关键词：PDCA循环；消毒供应中心；护理管理；满意度

Application method and effect analysis of PDCA cycle in disinfection, sterilization and quality 
monitoring of hospital regenerated medical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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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in disinfection, sterilization and quality monitoring of hospital 
regenerated medical instrumen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400 cases of hospital regenerative medical devices 
were includ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 (N=200 cases) by dice selection. The control group selected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selected PDCA cycl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mpared to 
observe the qualified rate of disinfection,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level. Results: The qualified rate of disinfection (hand hygiene, 
instrument disinfection, sterilized item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The scores of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instrument disinfection quality, packaging quality, knowledge 
mastery, environmental quality, equipment manage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ata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anagement, PDCA cycle mode has more accurate application effect, higher disinfection qualified rat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level of nursing management in the department, department staff satisfaction is higher, worthy of later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PDCA cycle;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Nursing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degree

医院中消毒供应中心主要为全院各个科室提供所需器

材、辅料等无菌物品，是院内消毒管理的重要科室 [1]。具

体工作主要为：对于各类医疗用品的清洗消毒、包装灭菌、

储存、发放回收等，该科室的工作好坏将对全院医疗质量

水平带来重大影响。PDCA 循环管理是当前针对提升工作

质量水平的模式之一，能够提高我院清洁消毒水平，将院

内感染发生率降到最低。PDCA 循环管理在具体实践中，

将本科室护理管理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计划、执

行、检查、处理，以此作为一个循环过程 [2]。能够在实践

过程中及早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最大程度上提升我院

护理管理质量水平。因此，本次研究将纳入我院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2 月期间本科室护理人员 400 例，对比采用常

规护理管理与 PDCA 循环护理管理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

下。

一、资料与方法一、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2 月，选我院 400 例医院再生医

疗器械 , 分为观察对照组。

1.2 方法

对照组依旧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方法。日常工作内容包

括：常规清洗消毒、包装灭菌、发放及后续回收操作。观

察组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前期准备工作：1. 设备准

备。在本次消毒中，设备包含医用封口机、预真空高压蒸

气灭菌器、气枪、高压水枪、超声清洗机等器械。2. 环境

准备。为了保障清洁效果，需要将消毒供应室分为三大区域，

第一为清洁区，其次为污染区，最后为无菌区，并设置相

应窗口和通道，使用专门的阶梯，营造良好的消毒环境。

同时还要使用空气净化机，在检查包装区采取 30W 级净化



国际护理医学：5 卷 1 期
ISSN: 2661-4812

188

空气，相对正压；无菌物品存放间，需要采取 10W 级净化

空气。3. 人员准备。在本次消毒中挑选责任心强、资历高、

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进行消毒，同时要求护理人员与门诊

护理人员做好密切沟通，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氛围，且将每

件器械的规格、名称、尺寸标记好，并将其拍成照片，装

订成册，在短时间内帮助工作人员快速记忆包装方法，为

了提高科室消毒质量，也要定期对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化培

训，从而提高工作效率。4. 制定流程。根据本院实际情况

和消毒供应中心管理规范，要求制定相应的流程，包括发

放储存消毒包装回收的流程在完成制定后，不能擅自篡改，

但可以根据后期实施情况不断完善和改进。具体实践过程

可分为四阶段。（1）计划。针对我院消毒供应中心管理工

作现状进行分析评估，分析在清洗消毒、包装灭菌以及后

续发放回收工作当中已存在或潜在风险。同时对于本科室

人员专业素质进行评估考察，对于当前工作环境以及科室

内部规章制度进行评估改进，强化与其他科室的交流，借

鉴其优秀管理经验，对于本科室当前具体问题进行汇总分

析，查明原因，根据问题差异，给出个性化解决方案。最

终形成科学适宜的管理计划。同时，选拔优秀管理骨干担

任质量评估小组组长，其他岗位工作人员为组员，组长日

常工作主要包括：修订护理管理方案，规划工作流程，另

外定期组织小组成员进行学习培训。（2）实施。权责划分

明确，将消毒操作的各个环节落实到每个责任人，避免出

现责任推诿现象。日常强化对组员的责任及警惕意识。消

毒操作严格按照规范标准，完成定期检查消毒工作。同时，

树立良好的工作态度。工作之余强化与其他科室交流互动，

了解当前清洁消毒工作不足以及改进方向。同时定期组织

调查问卷，以了解对于本科室的满意度情况。对于调查结

果，全组讨论具体的解决对策，并予以落实。（3）检查。

工作当中的自查自纠也十分重要。在工作原则的指导下，

每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予以改正。同时总结经验教训。

在小组会议当中，可以与组员之间进行分享，对比本阶段

的 PDCA 循环管理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进行比对，并对

差距进行分析。每月检查选择随机、定期以及专项检查三

种方式，并将最终的检查结果与科室人员业绩考核挂钩，

激励其始终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提高工作效率。（4）处理。

每月召开月末总结会。针对当月工作当中问题反馈，及时

调整原有方案。针对本月发生的不良事件，责任落实到个人，

并予以处罚。肯定成果，并予以改进，逐步提升科室质量

管理水平。

1.3 观察指标

消毒合格率对比。对比指标包括：手部卫生、器械消毒、

灭菌物品。

对比观察对照组护理管理质量水平。由 PDCA 管理小

组进行评分。评分指标：器械消毒质量、包装质量、知识掌握、

环境质量、设备管理，评分标准：单项 100 分制，具体分

数以管理人员实际测评为准。

1.4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20.0 处理，计量资料以 2x 检验、% 表示，计

数资料以 x s± 表示，t 检验。P<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二、结果

2.1 消毒合格率对比

观察组消毒合格率（手部卫生、器械消毒、灭菌物品）

整体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见表 1。

表 1 消毒合格率对比（ 2x ，%）

组别 n 手部卫生 器械消毒 灭菌物品

观察组 200 197（98.50） 198（99.00） 195（97.50）
对照组 200 174（87.00） 176（88.00） 162（81.00）

2x \ 6.647 5.674 7.657

P \ 0.019 0.037 0.042 

2.2 护理管理质量水平对比

观察组护理管理质量水平（器械消毒质量、包装质量、

知识掌握、环境质量、设备管理）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数

据差异明显（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管理质量水平对比（ x s± ，分）

组别 n 器械消毒质量 包装质量 知识掌握 环境质量 设备管理

观察组 200 95.32±1.21 91.34±2.67 90.41±2.27 90.45±1.48 92.05±2.77

对照组 200 92.61±1.49 84.12±2.12 83.41±3.48 84.02±2.57 85.92±3.42

T \ 8.647 11.574 10.674 14.645 9.674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三、讨论三、讨论

在医院的消毒供应室内，该科室对于医院而言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也是医院预防感染的重要区域，

从长远来看这一科室的工作内容对于医院的正常运行起到

推动作用，同时也能提高医院最终的治疗质量 [4]。但是从

目前来看，随着门诊患者的人数越来越多，院内器械间的

流通频率也在逐渐提升，这些因素均导致消毒供应室内的

工作量日益繁重。如果单靠常规的工作流程按部就班工作，

难免会出现纰漏。因此在工作中必须加强对消毒灭菌的监

测工作。而在以往的应用中，发现通过物理和化学等方式

可以对供应室的消毒工作做到良好监测，这些方式在很大

程度上能够确保工作人员了解自身工作的进度及工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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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的问题，使院内能对感染源做到有

效控制，防止临床治疗中导致患者受到感染 [5]。

PDCA 循环管理是当前较为科学管理模式。能够在护

理循环中发现问题、评析问题、解决问题，以达到提升科

室工作质量的目标 [6]。在消毒供应中心内，应用该质量管

理模式 , 能够降低院内感染风险。减少不必要的医疗不良

事件发生。当前医院清洁消毒水平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

关注，因此为适应发展要求，需要改进当前护理管理模式 [7]。

本文中，观察组消毒合格率（手部卫生、器械消毒、

灭菌物品）整体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观察

组护理管理质量水平（器械消毒质量、包装质量、知识掌握、

环境质量、设备管理）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明显

（P<0.05）。PDCA 循环管理是当前业界认可的优秀管理

模式之一，主要在四个阶段循环管理当中实现工作目的 [8-9]。

在计划阶段，成立管理评估小组，对当前科室人员专业程

度、工作环境、规章制度进行评估，针对不足提出个性化

改进方案，提升科室专业性。其次实施中，权责分明，落

实主体责任，帮助工作人员树立良好工作态度与意识。再

者工作中加强自查自纠，同时配合科室做好每月检查工作，

事后肯定成效，总结不足，组员互相讨论完善后续方案调

整。最后针对出现的安全事件，追究责任人，并予以惩戒，

在后续工作中更要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消毒操作流程，以

提升本科室护理管理质量 [10]。

综上分析：相较于常规护理管理方式，在消毒供应中

心护理管理中应用 PDCA 循环模式效果更确切，消毒合格

率更高，亦可提升护理质量，科室人员满意度较高，有较

高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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