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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手术室微创手术器械和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朱  琳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摘  要】目的：探究精细化管理在手术室微创手术器械和设备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3 月间 240 件微创手术器械设

备，按照随机分组方式分为实验组（精细化管理）与对比组（常规管理）各 120 件，比较两组的不良发生率、管理质量评分与医护人员对管理措施的满

意度。结果：实验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比组，管理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护理人员对管理措施的满意度高于对比组，呈 P<0.05。结论：精细化管

理措施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提升管理效果及评分，可强化护理人员对管理措施的满意度，实现有效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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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手术是当前医疗手术治疗中所推广使用的主要手术类型，可依

据各类疾病的特点，使用相应的微创医疗器械，对患者病灶器官或病灶

部位实施精准观察，从而为其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从而实现更

加精细化、有效的治疗效果，最大程度的降低手术对患者机体所造成的

伤害，提供术后恢复速度，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而微创手术期间需借助相应微创手术器械和设备，该器械与设备是微创

手术实施的主要辅助工具，占据微创手术中的重要关键性因素，所以应

重视对微创手术器械和设备的消毒与管理。其中常规管理措施，只能够

对相关器械进行常规消毒处理，无法实现对器械数量质量及运转情况的

管理。据相关文献查证了解到，精细化管理能够实现上述问题。为进一

步了解该管理措施的重要性，以下将对精细化管理在手术室微创手术器

械和设备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3 月间 240 件微创手术器械设备，按照随

机分组方式分为实验组与对比组。实验组 120 件，腹腔镜器械 20 件、宫

腔镜器械 32 件、胸腔镜器械 36 件、关节镜器械 32 件。对比组 120 件，

腹腔镜器械 28 件、宫腔镜器械 38 件、胸腔镜器械 34 件、关节镜器械 20

件。一般资料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比组：采取常规管理，定期对手术室医疗器械实施基础清洗消毒、

灭菌，检查存放位置情况，明确不同类型手术器械设备的收置方法。 

实验组：于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实施精细化管理：（1）精细化管

理培训，实施精细化管理前应对消毒供应室的工作人员实施统一精细化

管理培训，对精细化管理概念、实施流程等内容进行强化管理，除此之

外还应加强手术设备管理工作流程的规划并予以其他详细培训，其中重

点加强对设备的清点、配送与回收，期间应完善送检维修流程的强化训

练，由手术室工作人员依据手术室微创器械设备情况，结合既往微创手

术器械不良事件，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管理计划，从而为手术器械精细化

管理内容提供相应基础内容。（2）分科管理，因手术类型的不同患者病

症的不同，所以手术过程中所使用的微创手术设备类型较多，所以应依

据各科室设备的数量采取分科管理方式，对设备较多的科室设立专人排

班实施专门管理，对设备较少的科室可由一人多器械、设备的管理，设

立各科室设备管理负责人实施设备的配送、清点回收以及消毒等管理。

手术室手术器械管理人员不可随意处理器械的去留，应当收到设备调配

指令后再对手术设备的原件、操作器材等器械实施准备、清点，后认真

检查核对各医疗器械的运转情况，从而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转，若设备具

有相应的故障问题，应及时备案、送检处理，于手术结束后应按照调配

清单中设备类目具体情况对设备实施正确清点，确认数量无误后采取常

规消毒维护等处理。（3）完善设备管理内容，对微创器械设备的管理中

除了上述的配送、清点等基础管理内容外，还应定期加强对设备器械的

运转、损耗情况记录管理，若发现其中问题应及时上，由专业修理人员

进行维修或元件的替换，从而保障手术器械的正常运转，治疗使用期间，

应按照患者手术方法根据手术特点对手术工具进行清理消毒，后组织各

科室的设备管理人员实施检查与互检，进一步强化对医疗器械的有效管

理，其中主要对各科室的设备消毒、调配及其他相关管理内容操作情况

实施相互检查，从而进一步强化精细化管理的最终管理效果，降低医疗

事件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器械故障、器械丢失、器械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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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准备不充分）。 

（2）对比两组管理质量评分情况（管理记录、物品管理、无菌情况）。 

（3）比较医务人员满意度（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实施分析，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计

量资料，实施 t 值检验，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实施卡方值检验，当

P<0.05 时表示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良事件发生率 

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比组，呈 P<0.05，如表 1。 

表 1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器械故障 器械丢失 器械老旧 器械准备不充分 发生率

实验组 120 0（0.00） 0（0.00） 1（0.83） 0（0.00） 1（0.83）

对比组 120 1（0.83） 2（1.67） 2（1.67） 3（2.50） 8（6.67）

X2 - - - - - 5.656 

P - - - - - 0.017 

2.2 管理质量评分情况 

实验组管理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呈 P<0.05，如表 2。 

表 2  管理质量评分情况比较（分） 

组别 例数 管理记录 物品管理 无菌情况 

实验组 120 91.23±5.24 92.47±5.13 90.62±5.28

对比组 120 82.67±4.36 84.78±4.13 81.78±4.39

t  13.756 12.791 14.102 

P  0.000 0.000 0.000 

2.3 医务人员满意度 

实验组医务人员满意度高于对比组，呈 P<0.05，如表 3。 

表 3  医务人员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组 120 89（74.17） 30（25.00） 1（0.83） 119（99.17）

对比组 120 75（62.50） 29（24.17） 16（13.33） 104（6.67）

X2 - - - - 14.244 

P - - - - 0.000 

3 讨论 

手术室微创手术器械及设备为高精治疗工具设备，是实施微创手术

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若该类设备出现故障问题未予以及时处理，

不仅对手术治疗效果具有影响，甚至造成术中医疗事故的发生，威胁患

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应予以相应的管理措施。而据相关文献查证了解到，

精细化管理措施能够通过对供应室的工作人员实施统一精细化管理培

训，从而强化工作人员对细化管理概念、实施流程等内容的掌握，使其

有效掌握手术设备管理流程及工作规划内容。重点加强对设备的清点、

配送与回收处理原则，完善送检维修流程。进而按照患者手术方法的选

择，对术后手术器械实施对应的强化消毒处理内容。按照不同科室设备

数量情况，选择相应的分科管理措施，设立相应的管理排班计划，从而

实现对器械设备的管理效果。创设管理负责人员，由其负责设备的配送、

清点回收以及消毒，对出现问题的器械应及时上报后依据指令，由专业

修理人员实施修理，不可自行处理，进而保障相关器械设备的运转能力。

对上述研究结果整理对比了解到，实验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比组，

实验组的管理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医务人员的满意度高于对比组，呈

P<0.05；充分体现了精细化管理措施的实施，可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能

够强化对手术室微创手术器械及设备的管理效果，可提高医务人员对管

理措施的满意度，强化对手术室微创手术器械和设备管理质量。 

综上所述，精细化管理在手术室微创手术器械和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显著，具有于相关管理过程中推广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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