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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供应室细节管理 保障患者医疗安全

冯
!

平"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细节管理!保证住院患者的医疗安全$方法
!

通过科室理论学习&派出去学习及平时督

察$并反复强调细节决定成败和服务对象是患者$结果
!

具体采取了抓管理中&清洗中&包装中&一次性物品管理

及灭菌和下收下送中的细节$结论
!

保证了住院患者的医疗安全!降低了医院感染率$

"关键词#

!

供应室'

!

细节管理'

!

患者安全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

"

,#",

#

#04"","4#,

!!

细节在供应室的管理中非常重要)本院自
,##!

年
!

月起

逐渐规范了供应室的工作流程)在科室的理论学习及平时工

作中反复强调细节决定成败及慎独精神#反复强调服务对象是

患者#如果工作不到位#就会给患者带来无尽的身心痛苦)作

者通过
.

年多的实践#对工作更加精益求精#每个人每个班次#

都能认真做好每件事)在控制医院感染#保障患者医疗安全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

实施细节管理中的具体内容%

$

(

$1$

!

管理中的细节
!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将科室人员按职

称-工作业绩轮流派出参加市及全国感染管理学习#科室每半

个月学习医院感染管理条例)让大家明白#供应室工作直接关

系到患者的医疗安全#明白供应室工作在控制医院内感染中的

作用#明白细节决定成败的重要性)

$1/

!

清洗中的细节

$1/1$

!

清洗步骤
!

回收
4

浸泡
4

消毒
4

粗洗
4

检查
4

精洗)

$1/1/

!

回收
!

检查回收物品有无缺少#损坏#并登记)避免

浪费)

$1/1'

!

浸泡
!

浸泡是用朗索医用多酶低泡清洗剂#按照说明

书的比例配制浸泡液)浸泡回收物品
"!H>A

)可分解凝固的

体液-血液#有利于物品的粗洗)多酶浸泡液每天更换#并清洗

浸泡桶内外)

$1/11

!

消毒
!

本科室是手工清洗物品#而回收物品的污染病

菌不可确定#为了保护操作者在清洗过程中免受感染#故需用

#1!2

含氯消毒液浸泡物品
"!H>A

)随时检测浓度#含氯消毒

液每天更换#同时清洗浸泡桶内外)

$1/12

!

粗洗
!

就是自来水洗#由于本院实施手工清洗#故给器

械的清洗带来诸多不便)在器械清洗过程中#特别小心#尤其

是血管钳齿缝#眼科剪咬合处#太脏的器械可用软刷蘸朗索医

用除锈剂刷洗$按照说明书的比例配制除锈剂%)有时还需要

借助放大镜#观察器械细微处是否洗干净#器械清洗完毕应仔

细检查)因为清洗不干净#灭菌不彻底#将给患者造成不安全

的隐患#所以灭菌不能代替清洗)

$1/1)

!

管道物品清洗
!

如空针-针头-尿管-脑压管等必须用

高压水枪冲洗#检验该物品是否通畅)若不经过高压水枪冲

洗#将带给患者及临床医护人员极大的烦恼及痛苦)

$1/1.

!

精洗
!

精洗就是用蒸馏水清洗)因为前面所清洗物品

都是自来水#而自来水含各种杂质-微粒-重金属元素较多)蒸

馏水是软水#符合
,##!

年版中国药典检测)特别是管道物品

必须用蒸馏水冲洗#否则这些管腔物品中的自来水会直接用到

患者体内#将会给患者带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新生疾病)

$1'

!

包装中的细节

$1'1$

!

包装前
!

管道物品要用吹风机将管道内的蒸馏水吹

干)不锈钢弯盘-碗要用干燥-干净-整边纱布擦干(器械用利

尔康牌医用器械润滑油浸泡
!B

)管腔物品抽出针芯#分别置

于
/#Y

的烘干机内烤干)擦不锈钢物品的纱布#每天用肥皂

和清水搓洗#拧干后平铺于烘干机内)

$1'1/

!

包装时
!

打包前洗净双手#要打包的物品必须干燥#因

为在灭菌过程中要产生冷凝水)包布平整-干净-厚-薄符合标

准)根据每个包的标牌内容分别打包)每个包的内容必须完

整#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曾经本科室因腰穿包内少
,

个小

玻璃瓶#这个小玻璃瓶是盛装脑脊液做生化检查的#由于神经

科到供应室来回约
%H>A

#而患者是强直体位#病房环境不是无

菌状态)通过这件事#本科室在会上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将

所有包的内容物均打印出来贴在墙上#打包时核对包内容物)

而不是凭经验-记忆打包#避免了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1'1'

!

包装后
!

认真检查每个包是否松紧适宜#包外贴化学

指示胶带#包标牌内容物#灭菌包起止日期#打包人代号或

姓名)

$11

!

灭菌前后的细节

$111$

!

灭菌前
!

消毒员洗净双手#灭菌室清洁-干燥#灭菌机

壳干净#正式灭菌前作
[4U

试验)灭菌室悬挂高压灭菌操作

规程与质量标准镜框)每个消毒包应称重量-测量长-宽-高)

每个消毒包外包布必须清洁-干燥#每个包外贴化学指示带#包

的名称-科室)

$111/

!

灭菌后
!

每个灭菌包出锅时#消毒员应洗净双手-剪指

甲-取出灭菌包#检查灭菌包是否干燥#按顺序存放于无菌室)

灭菌锅每月做嗜热脂肪杆菌芽孢检测)

$12

!

无菌室的细节
!

无菌室每日用
#1!2

含氯消毒液擦拭台

上-台下-柜内-柜外#紫外线照射
$#H>A

#

,

次"天)照射时打

开柜门#完毕关门)护士进无菌室更衣-换鞋-头发罩在帽内#

洗手-剪指甲)发放灭菌物品严格遵守三查七对#每个灭菌包

每月连续
!

次送检#做细菌学检测)灭菌室闲杂人员等勿进

入#每月做空气-物表及工作人员手细菌培养#空气培养值不得

为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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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一次性物品管理中的细节*

"

+

!

从库房领取一次性物品后

要严格核对该物品的规格-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数量-

外包装及内毒素-细菌的抽检结果)专人管理#分类放置#凡

进入体内的#如空针-输液器等#其外包装均要清洁后才进入)

该室每周一次大扫除-紫外线灯照射-湿度
/#2

-温度
,!Y

#

其他如棉签-手套等另放一室#每周一次大扫除#紫外线灯照

射-湿度
/#2

-温度
,!Y

#二者均应通风良好)一次性物品按

有效期顺序发放#每月清点数量)一次性物品存放离地
,#

CH

-离顶
!#CH

-离墙
!CH

)

$1.

!

下收-下送中的细节
!

下收下送是保证无菌物品不受污

染及物品数量不出差错)严格对接窗口#清领单)护士下送物

品时手的消毒#实行专人负责制#加强下送无菌物品车的管理#

建立发放账册)

/

!

结
!!

果

/1$

!

护理缺陷下降#合格率上升
!

有效的细节管理#大大减少

了护理缺陷的发生*

,4$

+

)科室出现的护理缺陷数由每年
-

起下

降为
"

起)科室在全院护理质量例次检查中均优秀#无菌物品

检测合格率为
"##2

#灭菌锅生物监测率为
"##2

#一次性物品

内毒素及细菌学检测合格率为
"##2

)

/1/

!

降低了医院感染率#保证了患者医疗安全
!

见表
"

)

/1'

!

增强了科室人员的进取心
!

全方位的细节管理#满足了

护士的个性化需要#激励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护士对科室管

理的满意度为
0-2

)

表
"

!

实施细节管理前后医院感染率比较

项目 出院人数 感染人数 感染率$

2

%

实施前
$/### $!0 #1#"#

实施后
."### .! #1##"

'

!

讨
!!

论

通过实施供应室的细节管理#提高了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和

积极性#提高了护士的自我防护意识#有效地预防了医院感染

的发生)培养了护士的慎独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提高了个

体的工作能力及科室的服务质量)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节约

了成本#为医院创造了经济效益)使本院供应室逐步走向科学

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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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郊孕妇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何梦倩"重庆市九龙坡区金凤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0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怀孕妇女乙型肝炎"下称乙肝#病毒感染情况$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乙肝病

毒"

[̂Q

#标志物$结果
!

,,!

例怀孕妇女
[̂Q

感染者
".

例!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B+

@

#阳性&乙肝病毒
6

抗原

"

[̂6+

@

#阳性&乙肝病毒核心抗体"抗
4̂ [C

#阳性
0

例!乙肝病毒
6

抗体"

[̂B+

@

#阳性&抗
4̂ [6

阳性&抗
4̂ [C

阳性
!

例!有免疫力者
-#

例$结论
!

围生期检查
[̂Q

标志物是降低新生儿感染率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

孕妇'

!

乙型肝炎病毒'

!

感染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

"

,#",

#

#04"",,4#,

!!

乙型肝炎$下称乙肝%是由乙肝病毒$

[̂Q

%引起的#以肝

脏炎性病变为主并可引起多器官损害的一种传染病*

"

+

#是当前

我国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传染病#我国人群
[̂Q

携带者约

占
"#2

)胎儿可通过胎盘感染#分娩时吸入羊水-产道血液以

及出生后哺乳及与母亲密切接触感染)严防乙肝母婴垂直传

播#孕妇检查
[̂Q

标志物尤为重要)本文将本院近
!

年的

,,!

例孕妇
[̂Q

感染情况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

例孕妇均来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妇保门诊#年龄
,#

!

$!

岁)

$1/

!

标本采集
!

静脉采集空腹血液#离心分离血清)

$1'

!

仪器
!

电热恒温水浴箱和洗板机#电热恒温水浴箱由姜

堰市新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

$11

!

检测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Q

标志物#

试剂盒由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操作步

骤进行操作结果判断)

/

!

结
!!

果

,,!

例孕妇
[̂Q

表面抗原$

[̂B+

@

%感染者
"-

例#

[̂4

B+

@

$

b

%-

[̂6+

@

$

b

%-乙肝病毒核心抗体$抗
4̂ [C

%$大三阳%

0

例#

[̂B+

@

$

b

%-抗
4̂ [6

$

b

%-抗
4̂ [C

$

b

%$小三阳%

!

例#有免

疫力者
-#

例#见表
"

)

表
"

!

近郊怀孕妇女
[̂Q

感染情况

模式
[̂B+

@

抗
4̂ [B [̂6+

@

抗
4̂ [6

抗
4̂ [C

人数

大三阳
b d b d b 0

小三阳
b d d b b !

携带者
b d d d d .

有免疫力
d b d d d -#

!!

注!

b

表示阳性#

d

表示阴性)

'

!

讨
!!

论

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肝炎病毒引起的以肝脏损害为主的

一组传染病#主要包括甲-乙-丙-丁-戊型肝炎#近年来还陆续

发现了己-庚型肝炎等)临床表现主要是食欲减退#疲乏无力#

肝脏肿大及肝功能损害#部分病例出现发热及黄疸#乙型肝炎

易发展为慢性#少数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肝癌*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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