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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中采取信息化管理的效果。方法：于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期间消毒供应中心回收的 200 件医疗器械为

研究对象，其中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期间采取常规管理的 100 件医疗器械设为对照组，将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期间采取信息化管理的 100

件医疗器械设为实验组。对比两组管理效果。结果：两组器械管理效果对比分析可见，实验组较高（P＜0.05）。两组护理人员管理质量对比分析可

见，实验组要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及对照组护理人员满意度分别为 100%、55.00%。两组护理人员满意度对比分析，可见实验组高于对照

组（P＜0.05）。结论：在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中的应用信息化管理的效果较为凸显，能够显著提升器械管理效果，提升护理人员的管理质量以及

满意度。此种方法可在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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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中心是医院重要的部门，其关系到医院医疗质量[1]。

伴随互联网技术持续发展，医院各科室采取的信息管理系统获得了

凸显的优化，同时也奠定了消毒供应中心信息化管理系统基础。相

关研究指出，于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中采取信息化管理，能够显

著提高消毒供应中心工作效率，提高清洗消毒灭菌合格率，确保患

者的医疗安全。为此，于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期间消毒供应中

心回收的 200 件医疗器械为研究对象，分析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

中采取信息化管理的效果。研究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4 基础资料 

于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期间消毒供应中心回收的 200 件医

疗器械为研究对象，其中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期间采取常规管

理的 100 件医疗器械设为对照组，其中护理人员 20 名，均为女性，

年龄 23-28 岁，平均年龄（25.43±1.24）岁，文化水平，中专 12

名，大专及以上 8 名。将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期间采取信息化

管理的 100 件医疗器械设为实验组。其中护理人员 20 名，均为女

性，年龄 21-27 岁，平均年龄（25.43±1.65）岁，文化水平，中专

11 名，大专及以上 9 名。两组中护理人员基础资料对比差异较小，

无法满足统计学含义（P＞0.05）。 

1.5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管理，实验组采取信息化管理，方法详见下文： 

（1）申领：有关科室仅开启系统终端,选择应用的回收包，能

够显示无菌包图像进，经过确认后进行勾选且进行确认，随后发出

申请。消毒供应中心人员于接受请求后,打印回收单，并携回收单至

相应科室予以器械回收。 

（2）回收：回收器械期间,应按照移动终端上信息和回收单上

的信息进行回收器械核对,其中囊括名称以及数量等,如果器械低频

次使用,能够借助图像信息系统进行回收。 

（3）清洗：医疗器械于清洗期间,经输入器械条码,能够呈现器

械相关的装载部件，可有助于消毒供应中心人员根据要求核对及摆

放医疗器械。系统能够按照器械包记录的详细器械数量,合理安排清

洗批次,从而提高清洗质量。 

（4）器械检查：于完成器械清洗后,经工号予以扫描，并检查

器械清洗效果，明确无异常后登陆系统，对各个清洗包名称予以逐

个点击，可呈现包装内医疗器械图片、数量以及名称等。记录缺损

的器械名称，并补上缺失器械的数量和类型，系统能够自动记录医

疗器械出库以及相应科室器械分配数量。  

（5）包装：进入信息化追踪管理系统，显示器械摆放图像，

能够直观的按照相关标准摆放医疗器械,可提高工作效率及质量,减

少差错率产生。于医疗器械包装时，能够显示医疗器械包装完好图

像，进而促进包装规范。 

（6）灭菌：于灭菌期间，应使用扫描器扫描灭菌器械包装相

关信息，系统能够显示此批会待灭菌的医疗器械包装图像，便于工

作人员查看消毒包信息，并根据相关要求予以装载,从而提升灭菌安

全性。 

（7）器械入库及发放：于医疗器械包装灭菌后，系统可检查

灭菌合格性，通过扫描条纹码,系统能够显示且自动记录灭菌日期、

编号以及批次等信息。通过系统能够查看入库医疗器械信息,经对条

纹码扫描后，能够记录器械使用情况。同时能够记录发放时间以及

科室信息等。 

1.3 效果标准 

观察两组器械管理效果，其中包含了清洗合格、包装合格以及

消毒灭菌合格。对两组护理人员的管理质量采取自制评价表进行评

估，分为三项内容，分别为服务意识、安全问题识别意识以及差错

防范意识。每项分数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低，提示管理质量越差。

以制定的满意度问卷调查表了解护理人员的工作满意度。满意等级

为非常满意（80-100 分），一般满意（61-79 分），不满意（≤60

分）。计算方法为非常满意加上一般满意之和比上总例数乘 100%。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理。（ x ±s）

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于表示计数资料，用（x2）

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管理效果对比分析 

实验组管理效果：清洗合格 96 件，占比为 96.00%、包装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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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件，占比为 95.00%，消毒灭菌合格 99 件，占比为 99.00%。对

照组管理效果：清洗合格 81 件，占比为 81.00%、包装合格 83 件，

占比为 83.00%，消毒灭菌合格 86 件，占比为 86.00%。x2 检验值：

清洗合格（x2=11.054，P=0.001）、包装合格（x2=7.354，P=0.007），

消毒灭菌合格（x2=12.180，P=0.001）。两组器械管理效果对比分析

可见，实验组较高（P＜0.05）。   

2.2 两组护理人员的管理质量对比分析 

实验组护理人员的管理质量：服务意识（93.23±1.24）分、安

全问题识别意识（91.34±1.43）分、差错防范意识（92.35±3.22）

分。对照组护理人员的管理质量：服务意识（73.43±2.46）分、安

全问题识别意识（74.43±2.43）分、差错防范意识（74.65±2.54）

分。t 检验值：服务意识（t=32.143,P=0.001）、安全问题识别意识

（t=26.821,P=0.001）、差错防范意识（t=19.301,P=0.001）。两组护理

人员管理质量对比分析可见，实验组要高于对照组（P＜0.05）。 

2.3 两组护理人员满意度对比分析 

实验组护理人员满意度为 100.00%（20/20）：非常满意为 15 例，

占比为 75.00%，一般满意为 5 例，占比为 25.00%，不满意为 0 例，

占比为 0.00%。对照组护理人员满意度为 55.00%（11/20）：非常满

意为 7 例，占比为 35.00%，一般满意为 4 例，占比为 20.00%，不

满意为 9 例，占比为 45.00%。x2 检验值：非常满意（x2=4.687，

P=0.030），一般满意（x2=0.132，P=0.717），不满意（x2=10.653，

P=0.001），护理人员满意度（x2=10.653，P=0.001）。两组护理人员

满意度对比分析，可见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4. 讨论 

消毒供应中心属于医院无菌物品的供应部门，其肩负着医院所

使用的医疗器材清洗、包装以及消毒和供应[2]。医院包含的科室较

多，其医疗器械的使用周转速度较快，从而消毒供应室的每项工作

都能够直接关系到医疗以及科研质量[3]。如果于消毒处理期间产生

差错，则会造成消毒不彻底，引起患者交叉感染。并且还会对患者

的诊断及治疗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采取合理、职责分明、制

度完善的供应流程能够确保消毒供应室的工作质量。 

以往在消毒供应中心中医疗器械的收入、清洗、消毒、包装、

分发等记录需要通过手工记录，但由于书写的规范性以及操作繁

琐，以致于不能充分了解、掌握及控制可复用物品的流转信息，同

时对于人员操作的随意性无法约束，并不能有效收集处理期间以及

相关的技术参数信息予以质量分析。另外成本控制的要花费较多的

时间以及精力，并且无法快速查询标签粘贴以及填写有误和物件丢

失等问题[4]。 

伴随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成为当前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

在消毒供应中心采取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规范工作流程，能够对

医疗器械的回收、清洗到灭菌以及发放等多个环节的相关信息予以

追溯，并且能够对工作人员操作流程予以规范，对消毒供应中心工

作质量予以提高，并且还能够确保信息采集的及时性、准确性以及

可信性。信息化管理能够转变以往人工登记以及结算复杂形势，能

够降低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且具有统计准确，便于在短时间内查找

相关信息的有点[5]。信息化管理能够提供即时信息，可起到主动以

及超前管理，能够有效解决管理的盲目性以及滞后性。信息化管理

应用于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中，可对管理过程进行细化，并对工作流

程进行规范，同时可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以及效率。此外，还

可对对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予以提升，能够促使其积极

学习新方法、新知识以及新思维，持续提升专业素质[6]。 

本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器械管理效果对比分析可见，实验组较

高（P＜0.05）。提示信息化管理能够提高清洗合格、包装合格以及

消毒灭菌合格率。两组护理人员管理质量对比分析可见，实验组要

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信息化管理可对护理人员的管理质量

予以提高。实验组及对照组护理人员满意度分别为 100%、55.00%。

两组护理人员满意度对比分析，可见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表明护理人员对此种管理方法的效果较为满意。上述结果可见，在

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中的应用信息化管理效果确切，这是因为信

息化系统能够采集大量的数据，并详细记录医疗器械处理的多个环

节信息，能够及时发现异常问题，并有效处理不合格的医疗器械，

进而确保器械管理质量[7]。笔者分析认为，在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中

采取信息化管理，能够对医疗器械处理的予以追踪，可囊括医疗器

械处理的环节时间、处理内容以及工作人员等，从而能够视化灭菌

器械的各个环节的详细信息[9]。经采取信息化管理，能够监督工作

人员的相关操作，防止护理人员肆意操作，可将责任落实到个人，

能够准确进行追踪，能够对责任认定起到辅助作用，从而提升工作

人员的责任心以及护理管理质量[10]。 

综上所述，在消毒供应中心护理质量中的应用信息化管理的效

果较为凸显，能够显著提升器械管理效果，提升护理人员的管理质

量以及满意度。此种方法可在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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