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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器械在供应室集中管理的难点与对策

漆光玉!莫玉英!潘
!

姚!牟
!

静"四川省泸州市人民医院供应室
!

!1!"""

$

!!

"关键词#

!

供应室#

!

手术器械#

!

难点#

!

对策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U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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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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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需求#我国医院消毒供应室的管理

模式要求实行集中管理的方式)以达到资源共享#实现专业

化+规范化管理的目的)本院自
%"$"

年以来#手术器械纳入供

应室进行规范化处理#在这
%

年的运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现

将遇到的难点与采取的对策总结如下)

$

!

难
!!

点

$'$

!

人员结构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

由于供应室工作长期以来

一直被认为不属于临床一线科室#因为不需要直接面对患者#

工作相对单纯#自然就成为老弱病残与照顾对象集中的科室)

所以#供应室工作人员普遍存在年龄较大#学历低#身体差#缺

乏学习的动力等特点,

$

-

)而临床上治疗+手术的开展日新月

异#特别是骨科手术中外来器械的频繁使用#使手术器械品种

繁多#结构复杂#手术医生对器械的配置要求变化大#这些都给

供应室工作人员核对+清洗+保养+包装器械工作带来了难度)

$'/

!

缺乏供应室专业理论的培养和指导
!

&

年或
(

年护理专

业学习没有供应室专业的知识#我国长期以来#对消毒供应专

业领域的认识程度存在局限性#因此专业发展起步较晚#至今

仍然缺乏对专业工作的理论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专业理论

培训教材和培训,

%

-

)进入临床的供应工作基本都是以老带新#

经验性的带学)对新的工作是探索性的前进)

$''

!

不正确的交接会导致责任推倭或效率低下
!

手术器械在

供应室规范化处理牵涉到两个利益独立的科室#所以在器械的

循环过程中#为了界定各自的责任#双方需要不断地交接+清

点#使工作耗时多#效率低%如果单方清点又会在器械遗失时双

方相互推诿责任)

$'1

!

手术器械缺乏系统的管理
!

随着临床大手术的开展#出

现手术器械品种多+数量大+贵重器械增多特点#供应室护士长

对手术器械没有完善的统计档案#加上器械的所有权在手术

室#当工作人员在检查到器械的损毁或锈蚀严重的器械时#需

要及时的更换)那么供应室护士长需要及时+准确的补充更换

器械#以保障手术的安全#但更换器械所产生的费用同时还要

得到手术室的认可)

$'2

!

认知不同#导致不能互相理解
!

手术器械纳入供应室管

理后#使手术室护士从繁琐的器械清洗+保养+打包中解脱出

来#这也使手术室护士产生一切关于器械的清洗+准备工作就

应该由供应室负责#他们只负责器械使用的观念)如果能随用

随收#随需随取才是理想状态,

&

-

)而供应室在工作过程中#发

现随用随收#随需随取#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在路途和交接中#导

致工作效率低#不随用随收又会导致附在器械上的污渍+血渍

等干固 #增加清洗的难度#而且腐蚀器械#因此希望手术室护

士能认真地对待预冲洗器械)

/

!

对
!!

策

/'$

!

合理人员结构#工作人员重组
!

护理人力资源是确保护

理质量的基础,

1

-

#因此供应室成立手术器械小组#除了适当吸

收高学历和年轻的护理人员外#由手术室派出
%

名经验丰富的

护士到供应室轮转#以改变护理人员结构)在工作中#供应室

护士教会手术室护士回收+清洗+打包的标准操作#手术室护士

教会供应室护士器械的名称+用途+性能+保养)当第一批成员

熟练掌握后#供应室其他护士一个一个的逐步进入手术器械组#

由熟练的人员一对一带教#供应室护士绝大部分掌握后#第一批

手术室护士返回手术室#又派新的手术护士到供应室轮转)

/'/

!

强化专业培训#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技能
!

开辟多渠道的

岗位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丰富工作人员的专业知

识#适应新的工作模式的需要和不断变化的环境)

/'/'$

!

派出护士长到已实行手供一体化的上级医院进修#派

出骨干成员到成都+重庆参加短期培训班#带回先进的理念和

实践经验)

/'/'/

!

参照国家卫生部对消毒供应室的操作规范和标准#结

合本院实际情况#订出详细的标准的下收+清洗+包装+灭菌+下

送流程)

/'/''

!

根据工作人员的年资和工作种类#护士长制定出详细

的工作人员培训计划)通过每天的提问#每周的小讲课#每月

的业务学习给大家强化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技能+操作程序#

使人人掌握#自觉遵守)

/'/'1

!

不定期邀请院感+包装+消毒灭菌专家和设备技术人员

来院讲课)

/''

!

强化供应室+手术室是一体的#两科间搭建起理解的桥梁)

/'''$

!

手术室护士到供应室轮转#一方面使供应室护士了解!

专科器械的性能和器械不完整导致的手术后果)从而在清洗+

检查包装过程中强化严谨的工作态度#确保器械的使用性能)

另一方面手术室护士也了解到供应室冲洗+收发工作的繁琐

性#体力劳动的强度大等特点#这样#在工作中#双方加深了对

彼此工作的理解#建立起和谐+友好+信任的工作桥梁)

/'''/

!

供应室与手术室的护士长经常沟通#$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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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后$指对标本分析后%将检验结果审核发出直到临床应

用的过程.

''$

!

临床医生对实验数据的认可和临床应用是检验科存在的

意义所在)检验结果质量的保证#需要临床医生的对话和交

流#检验科检验结果是否与临床医生的诊断相符合#只能通过

医生的反馈才知道)当遇到特殊标本或临床医生对结果有质

疑时#及时与他们沟通#通过他们的介绍#了解患者的病情#必

要时采取复查#并给予复查证实后的结果#如有差异#立即纠

正#如果仍然与原结果一致#与临床预期值有差异#可能是患者

病情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反馈机制必须由临床医生及时与检

验科配合+沟通#才能保证临床诊断的效果)

''/

!

新技术+新业务+新项目的开展也要适时地征求临床医生

的意见)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掌握临床对开展新业务的具体

要求和期望#同时了解临床需求程度#对疾病的实用价值#患者

对检验费用的承受能力#根据临床信息决定开展新业务的范围

和实施措施#并与临床医生共同保证新业务的顺利开展)必要

时请厂家和业内专家或本科室业务强的同志给临床医生讲课#

让他们充分了解新业务+新项目的临床应用和临床意义)本科

室于
,

月
$"

日顺利+圆满地举办了一次检验与临床学术交流

会#邀请了有关厂家+省级专家和本科微生物室的组长对相关

专业进行了一次讲座#得到了临床医生们的一致认可,

&

-

)

'''

!

医疗投诉+医疗纠纷和差错事故的处理都需要临床医生

的配合和协作)患者对给自己诊治的临床医生通常十分信任

和感激#而对医技科室的医生存在偏见#毫不理会检验人员解

答)当遇到医疗投诉时#只有临床医生适时地参与进来与检验

科积极地配合#共同做好患者的工作#使他们消除抵触情绪#及

时地解决问题#降低了不必要的医疗纠纷的发生#也避免了影

响医院声誉的事件的发生)

''1

!

参加临床查房和病例讨论)共同探讨疾病的病因学特

点#发病规律#病情变化与实验指标的关系#主动地+系统地+全

方位地将实验检查与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案等进行同步分析#从

中找出有规律和内在联系的方案和指标来参与临床诊断和治

疗)通过双方交换意见#这种互动的方式共同促进了临床医生

和检验人员业务素质的全面提高)

1一个实验医学工作者没有同临床沟通和对话的能力是不

能生存的2#检验人员应该积极主动地跟临床进行交流和沟通#

临床医生也要主动地加强同检验人员之间的对话#只有大家共

同努力#团结协作#才能提高临床的诊疗水平)临床诊疗水平

的提高#促进了检验科发展#而检验科的发展又促进了临床的

进步#临床检验与临床医学是不同分割的相互关系#唯有相互

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帮助#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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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分析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并通过每季度满意度

调查问卷的发放#接受相互的监督#保证合作的质量)

/'1

!

规范手术器械的管理

/'1'$

!

供应室护士长根据手术室原先的器械资料建立起器械

档案#并对每类器械包整理出具体的器械名称+数目#制成小标

签#放在每包器械中)

/'1'/

!

建立起每类器械的固定基数#并储存备用基数以方便

器械的更换)

/'1''

!

对贵重器械的名称+品牌+型号+数量整理成册#以方便

该器械的清理+更换和定期保养)

/'1'1

!

工作人员对损耗的手术器械及时更换并记录#包括日

期+名称+损耗原因+涉及人员签字确认#护士长每月汇总交手

术室#并到设备科补充基数#费用交财务科记账)

/'2

!

明确各科室工作人员应承担的职责

/'2'$

!

科学+合理+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是提高工作效率和

实现工作目标的关键因素)供应室护士长根据手术的进行情

况#进行弹性排班#保证上一天晚上和当日白天的手术器械全

部得到处理)

/'2'/

!

手术室护士应承担的职责!手术开台前#手术室护士打

开灭菌包对照手术器械清单清点器械#如发现有误#在清单上

及时注明名称+数量并签字确认)手术完后#再次与巡回护士

清点所有器械)并用流动水将器械上残留的组织或严重血污

冲净#摆放在器械框中#一个器械框只放一个器械包)手术器

械清单也放器械框中#所有器械框集中放在器械回收间等待回

收)如果有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的器械#则用丝线系好#提示供

应室人员更换)

/'2''

!

供应室工作人员职责!在每天的
0

!

""

+

$$

!

""

+

$!

!

""

+

$0

!

""

前往手术室器械回收间运回器械#负责器械的清洗+检

查+保养+包装+损耗器械的更换+灭菌和送回手术室备用)在

器械包装前须经双人核对器械名称+数量+规格#并附上器械清

单#签字确认)

'

!

小
!!

结

手术器械由供应室处理后#供应室采用了合理的流程和管

理方法#保证了手术器械得到规范专业化的处理#资源得到充

分的共享#也使手术室护士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围手术期的护

理和更多精力去配合手术 #供应室工作人员也在工作中提升

了业务水平#增强了自信心#个人价值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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