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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运用质量监测体系开展器械消毒管理的效果
汪 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消毒供应室运用质量监测体系开展器械消毒管理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在 2022年 1月到 2022年 6月

在本院消毒供应室工作的人员 10名，未运用质量监测体系，将其作为对照组；同时，选取在 2022年 7月到 2022年 12月在本院

消毒供应室工作的人员 10名，运用质量监测体系，将其作为观察组。观察两组管理效果。结果：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工作人员

环境管理能力、风险防范意识、风险识别能力、管理器械能力评分均较高（P<0.05）；且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P<0.05）。

结论：消毒供应室运用质量监测体系开展器械消毒管理的临床效果十分显著，可以获得更加理想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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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a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to carry out
equipment disinfe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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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using a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to carry out

instrument disinfection management. Method: Ten personnel who worked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using a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10 personnel who

worked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of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a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Observe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both groups.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bility, risk prevention awareness, risk identification ability,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ability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latively low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using a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to carry out instrument disinfection management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is very significant, and can achieve more ideal managemen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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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是医疗机构内重要的感染控制环节，对保证医

疗质量和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

疗器械也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质量监测体系的建立，以确保

消毒器械的消毒效果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1]。本文将探讨质量

监测体系在消毒供应室器械消毒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在 2022年 1月到 2022年 6月在本院消毒供应室工作

的人员 10名，未开展质量监测体系，将其作为对照组；同时，

选取在 2022年 7月到 2022年 12月在本院消毒供应室工作的

人员 10名，开展质量监测体系，将其作为观察组。对照组男 3

例、女 7例，平均年龄（27.26±3.13）岁；观察组男 4例、女

6例，平均年龄（26.87±3.19）岁。资料差异不明显，P>0.05。

所选病例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方法

对照组未运用质量监测体系。观察组运用质量监测体系：

（1）建立全面的监测指标体系：明确需要进行监测的器

械种类和生产批次等信息，确定监测的范围和目标。根据消毒

标准和操作规程，设计并建立适合的监测指标，如生产效率、

消毒剂使用量、消毒环节合格率、错误率、消毒效果等。制定

监测标准和方法，包括监测周期、监测频次、监测人员、监测

数据处理和报告等。对消毒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指标进行监

测，比如监测灭菌温度、压力、时间等参数。将监测到的数据

进行统计和分析，总结出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为不断提高

消毒效果提供依据。并且，定期对监测指标及其体系进行评估，

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并进行调整和完善。

（2）加强器械消毒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定消毒设备的维

护保养计划，包括设备的日常维护、定期保养、故障处理和预

防性维护等。定期对消毒设备进行检查，检查设备的运行状态、

各项参数是否正常，对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定期对消毒设备进

行保养，如更换消毒灯管、过滤网等易耗品，定期清洁设备内

部等。并且，定期对消毒设备进行巡检，发现故障时及时进行

处理，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对维护保养工作进行记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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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维护保养档案，以便于后续的跟踪、统计和评估。

（3）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和考核：针对医务人员的不同

职业、不同级别和不同需求，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包括培训

内容、培训时间、培训方式等。培训内容应包括消毒操作规程、

消毒技能操作、器械消毒质量监测指标和监测方法等，培训内

容应根据医务人员实际工作需要而制定。培训方式应灵活多

样，包括现场培训、远程培训、网络培训等，以满足不同医务

人员的学习需求。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后，应进行培训考核，

确保培训效果。培训考核可以采用考试、操作演示等多种方式

进行。定期对医务人员进行复习和更新，加强对消毒操作规程

和消毒质量监测指标的理解和应用，确保医务人员的消毒操作

技能和消毒质量监测能力得到不断提高。

（4）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制定消毒供应室的质量

方针，明确对器械消毒工作的质量目标和要求。建立严格的消

毒操作规程和操作技术标准，确保消毒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

和系统化。同时，建立质量检验制度，通过对消毒器械进行定

期检验和抽样检测，确保消毒质量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建立

消毒器械的质量管理档案，记录器械消毒过程中的各项数据，

便于对消毒质量进行追溯和分析。此外，实施定期质量审查，

对消毒供应室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审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5）加强数据统计和分析：收集与器械消毒相关的各项

数据，包括消毒器械的使用情况、消毒剂配制和使用情况、消

毒过程中的温度、湿度和时间等。对收集到的各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建立数据库，便于对消毒质量进行追溯和分析，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分析方案，

找出消毒质量的瓶颈和问题所在，以便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

改进。通过对数据的长期分析和比较，把握消毒质量的趋势和

变化，及时调整消毒策略和工艺，提高消毒效果。根据数据分

析结果，编写质量监测报告，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医院管理

层汇报消毒质量状况，为消毒质量的改进和提升提供有效的数

据支持。

1.3观察指标

（1）护理质量评分，包括环境管理能力、风险防范意识、

风险识别能力、管理器械能力，总分 100分，得分与护理质量

水平呈正比；（2）不良事件发生率。

1.4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用“（ x ±s）”、[n(%)]表
示，“t”、“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护理质量评分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护理质量评分（ x ±s）

组

别

例

数

环境管理能

力

风险防范意

识

风险识别能

力

管理器械能

力

观

察

组

10 88.54±10.25 86.21±10.11 90.22±8.02 89.25±10.02

对

照

组

10 71.25±8.56 69.25±8.57 71.05±9.36 70.95±8.28

x2 16.392 10.284 16.952 15.241

P <0.05 <0.05 <0.05 <0.05

2.2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不良事件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器械损伤 包装破损 登记差错 总发生率

观察组 10 0 0 1 10%(1/10)

对照组 10 2 1 1 40%(4/10)

x2 15.241

P <0.05

3 讨论

消毒供应室是医疗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主要负责

对各种手术器械、医用设备等进行彻底的消毒和灭菌处理，以

确保在使用这些器械和设备时能够避免传播病原体和减少医

源性感染的风险[2]。为了开展良好的器械消毒管理工作，消毒

供应室需要注重：对不同种类的器械进行分类，按照不同的消

毒标准和消毒方法进行处理；定期对消毒设备进行维护和保

养，保证设备运行正常，消毒效果达到标准；严格按照操作规

范进行器械消毒，保证操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建立完善的质

量监测体系，对消毒过程进行全程监测和管控，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消毒供应室在开展器械消毒管理需要注重规范化、标

准化操作流程，建立科学、完善的器械消毒管理体系，从而保

障医院系统的医疗质量安全和患者的健康权益[3-4]。

质量监测体系是指为了确保消毒效果符合相关标准和要

求而建立的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器械

消毒的多个环节进行严格监测和管理，实现对整个消毒过程的

全程掌控和精细管理，确保器械消毒的质量和效果。研究发现，

质量监测体系在消毒供应室器械消毒管理中的应用，能够提高

器械消毒的效果和质量，降低医疗感染率，对于保障患者安全

和医疗质量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做好监测体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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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和优化消毒操作流程，充分发挥质量

监测体系的作用[5-6]。本文通过探究消毒供应室运用质量监测体

系开展器械消毒管理的临床效果，结果显示，相比于对照组，

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均较高，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P<0.05）。

原因在于：质量监测体系可以对器械消毒过程进行全程监测和

精细化管理，确保器械消毒的质量和效果。通过建立全面的监

测指标体系、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和考

核，并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等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器械消

毒效果和质量。通过监测器械消毒效果和质量，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有效降低医疗感染率，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同时，通过质量监测体系，可以规范消毒操作流程，强化相关

工作人员的职责和工作标准，提高消毒供应室的管理水平和工

作效率。并且，能够发现和纠正器械消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缺陷，及时对消毒管理流程进行优化，提高整个器械消毒流程

的效率和质量。此外，还可以提高医疗机构的品牌形象，树立

医疗机构的良好口碑和形象，提升患者和社会大众对医疗机构

的信心。因此，通过质量监测体系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消毒

供应室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提高器械消毒效果和质量，降低

医疗感染率。实践证明，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测体系是确保器械

消毒质量的有效手段，对于医疗机构的管理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7-8]。

综上所述，消毒供应室运用质量监测体系开展器械消毒管

理，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水平，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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