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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护理质量管理在消毒供应中心生物监测中的应用

新进展 

王  婧 

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  山东青岛  266071 

【摘  要】护理质量管理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保障患者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消毒供应中心的生物监测中，强化护理质量管理通过确保医疗

器械和物品的无菌状态，降低医院感染的风险，保护患者的健康。此外，通过优化消毒流程、更新高效消毒设备、加强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等措施，护

理质量管理有效提高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效率，不仅确保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的安全，也提升医疗机构的整体运营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可靠

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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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中心是医疗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负责为整个医疗机

构提供无菌的医疗器械、敷料和其他相关物品[1]。消毒供应中心通过科学、

规范的操作流程，确保每一件医疗器械和物品都达到无菌标准，大大降

低医院感染的风险，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医疗质量。生物监测是消毒

供应中心工作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定期对消毒后的物品进行生物学检测，

以评估消毒效果，从而确保消毒供应中心提供的物品真正达到无菌状态
[2]。生物监测不仅可以帮助发现消毒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还能够及时

提醒工作人员采取纠正措施，防止不合格的无菌物品流入临床使用，进

一步保障患者的安全。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医疗需求的日益增长，

对消毒供应中心的消毒效果和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3]。强化护理质量管理

通过科学、系统的管理方法，提升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确

保每一件无菌物品都达到 高的安全标准，不仅有助于保障患者的生命

安全，还能够提高医疗机构的整体形象和竞争力。通过强化护理质量管

理，消毒供应中心能够更好地为临床提供安全、可靠的无菌物品，为患

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消毒供应中心概述 

消毒供应中心的基本流程包括回收、分类、清洗、检查、包装、灭

菌、储存和发放等环节。这些环节相互关联，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

能导致整个消毒流程的失败。回收环节设立专门的回收区域和容器，用

于收集临床科室使用后的医疗器械。 

工作人员穿戴好防护用品，如手套、口罩等，确保在回收过程中不

受污染[4]。对回收的器械进行初步分类和登记，记录器械的种类、数量和

使用科室等信息。清洗环节使用专业的清洗设备和洗涤剂，对器械进行

彻底的清洗。根据器械的材质和结构，选择合适的清洗方法和工具，确

保清洗效果。清洗完成后，使用纯净水进行冲洗，去除残留的洗涤剂[5]。

检查环节对清洗后的器械进行质量检查，检查器械的完整性、清洁度和

功能等。使用放大镜或显微镜等设备，对器械进行仔细检查，确保无污

渍、无锈迹、无裂纹等[6]。对不合格的器械进行标记，并重新进行处理。

包装环节根据器械的种类和使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和方式进行

包装。包装前对器械进行再次检查，确保器械的清洁度和无菌状态。使

用指示胶带或指示卡等物品，标明包装日期、有效期等信息[7]。灭菌环节

根据器械的材质和灭菌要求，选择合适的灭菌方法和设备，如高温蒸汽

灭菌器、干热灭菌器等。灭菌前对灭菌器进行预热和检查，确保灭菌效

果。灭菌完成后，使用生物指示剂或化学指示剂等物品，对灭菌效果进

行验证。储存和发放环节设立专门的无菌物品储存区域和货架，用于存

放灭菌后的器械。对无菌物品进行有序储存，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

发放。发放前对无菌物品进行再次检查，确保其无菌状态和有效期。记

录无菌物品的发放日期、数量和使用科室等信息，确保可追溯性。 

2 生物监测在消毒供应中心的应用 

2.1 自含式生物指示剂 

自含式生物指示剂是一种集成化的监测设备，内部含有特定的微生

物，并配备相应的培养基和显示系统。如果微生物存活，指示器会显示

特定的结果，如颜色变化或荧光信号[8]。自含式生物指示剂操作简便、结

果直观，且能够提供较为准确的消毒或灭菌效果评估。此外，由于自含

式生物指示器内部集成培养基和显示系统，因此不需要额外的设备或试

剂，降低操作复杂性和成本[9]。然而，自含式生物指示剂的成本相对较高，

且不同品牌或型号的指示器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选择可靠的供应商

和合适的型号。 

2.2 快速阅读生物指示剂 

快速阅读生物指示剂是一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显示结果的生物监测

方法，通常使用特定的微生物和快速检测技术，如荧光标记或酶标记等，

在较短时间内观察到微生物的存活情况[10]。快速阅读生物指示剂能够迅速

提供监测结果，适用于紧急手术或突发事件的消毒处理。 

3 强化护理质量管理路径 

3.1 品管圈管理 

品管圈管理强调团队协作与自主管理，通过组建跨学科、多部门参

与的品管圈小组，共同识别和解决消毒供应过程中影响生物监测质量的

关键问题[11]。该管理模式的特点在于其系统性和参与性，对整个消毒供应

流程进行严格控制，鼓励团队成员积极提出改进建议并付诸实践[12]。在消

毒供应中心的生物监测环节，品管圈管理通过制定严格的监测计划和标

准操作程序，确保生物指示剂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通过定期的数

据收集和分析，品管圈能够及时发现生物监测中的异常情况，并采取相

应的纠正措施，从而有效降低医院感染的风险[13]。在消毒供应中心的日常

管理中，品管圈管理不仅能够提升生物监测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也为持

续改进消毒供应流程提供有力支持。李帆[14]研究表明，在消毒供应中心采

用品管圈管理能够有效提高消毒灭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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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DCA 循环管理 

PDCA 循环管理，即 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 Act

（处理）的循环过程，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医疗护理领域的质量管理方法[15]。

通过不断设定目标、实施措施、评估效果并处理反馈，持续提升护理质

量。在消毒供应中心的生物监测中，PDCA 循环管理具有显著的应用意义。

通过制定科学的生物监测计划（Plan），明确监测目标、方法和标准[16]；

在执行阶段（Do），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生物监测操作，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在检查阶段（Check），对生物监测结果进行全面分析，识别

潜在问题和风险；在处理阶段（Act），根据检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如调

整监测方案、优化操作流程等，以实现生物监测质量的持续改进。通过

PDCA 循环管理在消毒供应中心生物监测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监测工

作的系统性和规范性，还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生物监测过程中的问题，

保障医疗安全，提升患者满意度。白小丽[17]等研究表明，对口腔科重复使

用的诊疗器械采用 PDCA 管理能够有效提高灭菌质量。 

3.3 流程管理 

流程管理强调对护理活动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的流程设计和实施，

以确保服务质量和患者安全。在消毒供应中心的生物监测中，流程管理

通过详细规划监测流程，包括样本采集、运输、处理、分析到结果反馈

等各个环节，确保每一步都符合行业标准和操作规范。流程管理包括制

定详尽的流程图和操作指南，进行定期的培训和考核，以及对流程执行

情况进行持续监控和反馈。流程管理能够有效提高监测工作的规范性和

一致性，降低操作错误和偏差的风险，确保生物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此外，流程管理还有助于及时发现并解决流程中的瓶颈和问题，

推动消毒供应中心生物监测工作的持续优化和进步。吴丹[18]等研究表明，

在消毒供应中心对流程进行精细化重组能够有效提升灭菌质量，避免出

现不良事件。 

3.4 循证管理 

循证管理将 新的科研成果、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为护理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循证管理强调对证据的系统收集、评价和应用，以

指导护理实践的改进和优化。在消毒供应中心的生物监测中，循证管理

通过整合生物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证据，为生物

监测方案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提供科学依据[19]。循证管理包括系统回顾和

评价生物监测相关文献，深入分析监测数据的，持续改进指导监测实践。

循证管理能够提高生物监测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及时发现和

解决消毒供应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和风险，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同

时，循证管理也促进护理专业的发展和创新，为消毒供应中心生物监测

的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孙元元[20]等研究表明，消毒供应中心在进行器

械消毒工作时采用循证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消毒质量。 

4 结语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护理理念的持续更新，强化护理质量管

理通过综合运用品管圈管理、PDCA 循环管理、流程管理和循证管理等多

元化手段，不仅提高生物监测的准确性和效率，还有效降低医院感染的

风险。然而，护理质量管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和改进空间。未来，需要进

一步探索和完善护理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

能水平，以适应消毒供应中心生物监测工作日益复杂化的需求。同时，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还应积极探索将这些

先进技术应用于护理质量管理中，实现实时监测、智能分析和精准决策，

推动消毒供应中心生物监测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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