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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护理人员职业危害与防护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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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消毒供应室作为医院内感染控制的重要环节，其护理人员在执行日常工作中面临多种职业危害。随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和消毒供应室工作

流程的持续优化，对护理人员职业危害认识与防护措施研究也显得尤为迫切。本文旨在详细分析消毒供应室护理人员职业危害与防护措施，以期为消毒

供应室护理人员提供更加全面的职业防护策略，从而有效降低职业危害的发生风险，保障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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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属于医院内部感染控制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职责在

于确保医疗器械和物品无菌状态，从而保障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

的安全[1]。护理人员在该环节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不仅需要熟练掌

握各类消毒技术和操作流程，还需时刻警惕各种潜在的职业危害。研究

发现，职业危害可能源自物理、化学及生物等领域，可能对护理人员身

体健康造成直接损害，还可能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2]。基于此，对

消毒供应室护理人员的职业危害进行深入研究，并探索科学有效的防护

措施，已成为医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深入探讨消毒供应室

护理人员职业危害与防护方面的 新研究进展，以期为提升护理人员的

职业健康水平、降低职业危害风险，以及进一步优化医院内部感染控制

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 

1 消毒供应室护理人员职业危害 

1.1 物理性危害 

物理性危害在消毒供应室中主要表现为锐器伤害和紫外线辐射，前

者是 常见的物理性伤害，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频繁接触刀片、剪刀

等锐利器械，不当使用或处理可能导致皮肤划伤、刺伤等伤害，其不仅

可能引起疼痛，还可能成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入侵点，增加感染疾

病风险[3]。后者则是消毒供应室中另一种常见的物理性危害，其广泛用于

消毒医疗器械和环境表面，但其强烈辐射性对人体也存在一定伤害，长

时间暴露于紫外线辐射下，护理人员的皮肤可能出现晒伤、红肿等症状，

眼睛也可能受到损伤，出现结膜炎等问题[4]。 

1.2 化学性危害 

化学性危害主要源自消毒剂和清洗剂等化学物质的暴露。消毒供应

室中常用含氯消毒剂、过氧化氢等消毒剂，其在消毒过程中可能通过皮

肤接触、吸入或误食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这些化学物质，护理人

员可能出现皮肤刺激、过敏反应等症状，严重的还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

损害[5]。此外，一些清洁剂也可能含有有害化学物质，且其还可能通过呼

吸道进入人体，引起头痛、头晕、恶心等中毒症状，更为严重的是，长

期暴露可能对护理人员的肝肾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甚至增加患癌风

险。 

1.3 生物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是消毒供应室护理人员面临的 为严重的职业危害之

一。由于消毒供应室处理的医疗器械和物品往往带有患者体液、血液等

污染物，其可能含有各种病原体，如细菌、病毒、真菌等。护理人员在

接触这些物品时，如果防护措施不到位，就可能面临微生物污染和血液

体液暴露风险，且其可能通过皮肤伤口、呼吸道等途径进入人体，导致

护理人员感染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6]。 

1.4 心理性危害 

心理性危害主要源于消毒供应室护理人员长时间在高压、高强度的

工作环境下所产生的心理压力。消毒供应室的工作要求严格，护理人员

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专注和警惕，以确保医疗器械和物品的消毒质量，

但该种长期的精神紧张和工作压力可能导致护理人员出现焦虑、抑郁等

心理问题，影响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7]。此外，面对职业危害和感染风险，

护理人员还可能产生恐惧和不安等负面情绪，进一步加重心理负担[8]。 

2 消毒供应室护理人员职业危害的防护措施 

2.1 加强个人防护 

个人防护是减少职业危害的首要措施。护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消毒

供应室的防护标准，确保在处理污染物品和锐器时佩戴耐洗和防渗透的

防护服、抗刮擦的护目镜、双层手套以及符合医用标准的口罩等适当的

防护装备；手套的选择应考虑到其厚度、弹性和耐穿透性，以有效减少

锐器伤害的风险；定期更换和清洗防护装备至关重要，以防止微生物的

滋生和交叉感染[9]。此外，护理人员应养成勤洗手、不戴首饰等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以减少微生物通过皮肤或黏膜的侵入。杨丽艳[10]等研究表明，

正确佩戴防护装备能够有效降低护理人员接触病原体和污染物的风险，

从而减少感染和传播疾病的可能性。 

2.2 优化工作流程 

优化工作流程是降低职业危害风险的关键环节。通过重新设计工作

流程，可以减少护理人员的暴露时间和频率，如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机械

化处理，以降低手工操作的强度和频率；合理规划工作区域，设置清晰

的警示标识，确保护理人员在工作时能够迅速识别潜在的风险[11]。此外，

实施严格的消毒和清洁程序，确保工作环境的卫生和安全。王薇[12]等研究

显示，优化工作流程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显著减少护理人员在

工作中受伤的风险，从而保护其职业健康。 

2.3 强化职业安全教育和培训 

职业安全教育和培训是提高护理人员防护意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

通过定期的培训活动，可以加深护理人员对职业危害的认识，并掌握正

确的防护技能。培训内容应涵盖职业危害的识别、防护措施的实施、应

急处理等方面。同时，采用模拟演练和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可以帮助

护理人员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13]。此外，鼓励护理人员参与职业安

全相关的研讨会和学术活动，以拓宽视野和获取 新的防护信息。李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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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表明，通过系统的职业安全教育和培训，护理人员的防护意识和

技能得到显著提高，可有效降低职业危害事件的发生率。 

2.4 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监护体系 

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监护体系是保障护理人员职业健康的重要措

施。该体系应包括职业健康档案、定期健康检查和评估、职业健康监测

和预警机制等方面。通过监测护理人员的身体状况和职业暴露情况，可

以及时发现和处理职业健康问题。同时，建立职业健康监测和预警机制，

对可能存在的职业危害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护

措施[15]。此外，加强与医疗机构的合作，为护理人员提供及时、专业的医

疗服务和健康指导。根据周四萍[16]等研究指出，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监护

体系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护理人员的职业健康问题，从而降低因职业危

害导致的健康风险，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质量。 

2.5 加强环境监控与通风 

在消毒供应室中，环境监控和通风情况对于减少职业危害至关重要。

在监控方面，应建立定期空气质量检测制度，使用专业仪器对消毒供应

室的空气质量进行持续监测，确保微生物含量、有害气体浓度等关键指

标符合卫生标准；安装温湿度计和空气质量监测仪等环境监控设备，以

实时监测室内环境参数，及时发现并应对环境问题；加强清洁与消毒工

作，使用合适的清洁剂和消毒剂，遵循正确的操作步骤，确保消毒供应

室的卫生状况良好。在通风方面，应优化通风系统，确保排风扇、空调

等通风设备正常运行，并根据室内空间大小和布局合理设置通风口的位

置和数量；通风口应位于室内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以有效排除有

害气体[17]。此外，应避免通风死角，确保室内空气能够均 流通，减少病

原体和有害物质的滞留。樊佩茹[18]等研究发现，通过综合加强环境监控和

通风措施，可以为消毒供应室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显

著降低护理人员的职业危害风险，为该类措施不仅有助于保障护理人员

的职业健康和安全，还能提高整体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 

2.6 关注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 

在消毒供应室工作的护理人员面临着高压、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因

此关注其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为了缓解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应建立心

理健康管理和支持机制，如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帮

助护理人员提高自我认知和心理调节能力；鼓励护理人员积极参与休闲

娱乐活动和社会交往，以放松心情、释放压力；对于存在心理问题的护

理人员，应及时给予专业的心理疏导和治疗，确保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

理状态投入到工作中[19]。肖萍[20]等相关心理学研究指出，关注护理人员的

心理健康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缓解工作压力，降低职业倦

怠感，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 

3 结语 

在消毒供应室护理人员的职业环境中，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以

及心理性危害并存，该类职业危害对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然而，随医学领域的不断进步，针对该类危害的防护措施也得到显著加

强和完善。通过加强个人防护、优化工作流程、强化职业安全教育和培

训、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监护体系、加强环境监控与通风、关注护理人

员的心理健康，可有效降低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的暴露风险，缓解工作压

力和负面情绪，为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提供有力保障。未来，期待在该

领域继续取得更多创新成果，为护理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健康贡献更多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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