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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关系到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感染预防

和管理是医院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更好地指导医院的日常

工作#我国出台有大量有关医院感染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标准-文件#例如.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管理规范/.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

和.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清洗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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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日常诊疗活动中#经常会使用到各种医疗器械#其中呼

吸机是一种常用的器械*但呼吸机在使用之后#需要及时进行

彻底的清洗和消毒*如果出现呼吸机消毒不当等情况#便极有

可能会导致急-慢性呼吸道疾病及心肌炎等的出现#严重威胁

到广大患者的健康+

.

,

*因此#呼吸机消毒已经成为医院需要重

点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保证患者健康#在使用后医院的供应中

心需要做好呼吸机管路系统的清洗和消毒工作*作者对供应

中心复用呼吸机管路清洗消毒的最新进展研究作一简要综述*

$

!

呼吸机管路清洗消毒基本步骤

临床使用呼吸机的过程中#呼吸机管路系统的清洁程度会

对患者机体产生直接影响+

;

,

*王伟和孙蕊+

1

,报道#呼吸机的复

用性管路是重要感染源*因此#要注意做好相应管路清洗消毒

工作*在对管路系统进行消毒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不同的方

法#分为人工及机械消毒两种类型*其中#机械清洗消毒是利

用特定的自动清洗机来对呼吸机的管路系统予以清洗和消毒*

清洗和消毒过程中#清洗机会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来完成各个

清洗和消毒步骤+

?

,

*人工消毒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使用清洗剂

对管路进行清洗*将温和的洗涤剂溶化在水中#拆下呼吸管道

和接头等#浸泡
?L:9

#然后彻底用温水清洗#去除其中残留的

油污和血渍及痰痂等+

@

,

*其次#利用消毒药物对管路予以消

毒*可以利用
.̂

戊二醛浸泡
;0

"

@0L:9

#然后用大量清水冲

洗-沥干-备用*或者利用其他方法进行消毒#包括射线照射法

和气体灭菌法及氧化电位水浸泡法等*

/

!

呼吸机管路清洗消毒方法

//$

!

气体灭菌法
!

气体灭菌法指的是利用甲醛及环氧乙烷等

气态杀菌剂进行灭菌的方法#适用于对各种不耐加热灭菌的医

用器具及环境的消毒+

A

,

*目前#我国医院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

灭菌气体为环氧乙烷*在低温条件下#环氧乙烷为无色透明液

体#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及杀菌能力#可以对各种病毒和细菌芽

孢等产生较强的杀灭作用*钟慕华和刘炳娣+

Z

,回顾性分析了

可复用呼吸机管道及部件回收供应室后的清洗-消毒情况#对

管道系统予以环氧乙烷灭菌#并对灭菌效果进行检测#发现经

环氧乙烷灭菌之后#灭菌率为
-00̂

#各项生物监测均为阴性#

且灭菌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不良事件*吴晓琴等+

B

,通过研究发

现#对临床使用后的呼吸机管路分别予以人工消毒液浸泡刷洗

和自动机洗及环氧乙烷灭菌#并对灭菌效果进行分析和比较#

发现环氧乙烷灭菌的效果显著优于人工消毒液浸泡刷洗和自

动机洗#其效果最为可靠*总体来看#环氧乙烷灭菌法广谱灭

菌效果彻底-穿透性强-无腐蚀#但是易燃易爆-毒性强-有残

留-价格昂贵+

-0

,

*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对操作人员及

环境等造成一定的危害#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

,

*因此#在具

体的灭菌过程中#要注意做好防护工作#并提高操作水平等*

///

!

化学消毒液浸泡法
!

化学消毒液浸泡法是一种十分常用

的呼吸机管路系统清洗消毒方法#目前常用的消毒剂有过氧乙

酸和戊二醛灭菌剂及含氯消毒液等+

-.

,

*其中含氯消毒液浸泡

清洗消毒是一种最为常用的方法+

-;

,

*在清洗消毒过程中#首

先清洗呼吸机的湿化瓶和面罩及螺纹管等#然后将其浸泡在消

毒液中
;0 L:9

*取出之后#利用清水予以冲洗#晾干后备

用+

-1

,

*但是#浸泡清洗消毒可能会受到不同消毒剂和浸泡时

间及工作人员操作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出现清洗消毒效果不佳

的情况+

-?

,

*往往还需要在清洗消毒结束之后#再次利用环氧

乙烷对外部管路等进行灭菌+

-@

,

*而且#利用化学消毒液浸泡

法进行呼吸机管路清洗消毒的过程中用到的消毒剂具有一定

的毒性#极易在清洗消毒过程中对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一

定的损害+

-A

,

*另外#化学消毒剂的使用还容易导致各种细菌

耐药性增强#较其他一些消毒方式#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张

红玲+

-Z

,通过研究报道#临床利用不同方法对新生儿急性重症

监护病房呼吸机管道进行清洗消毒的过程中#在清洗合格率方

面#人工化学消毒液浸泡清洗后晾法显著低于全自动清洗机清

洗法*表明使用全自动清洗机能达到更好地呼吸机管道清洗

效果*罗远芳等+

-B

,也报道#在对简易呼吸机螺纹管进行清洗

消毒的时候#全自动清洗机清洗消毒的效果更好*

//'

!

酸性氧化电位水消毒
!

酸性氧化电位水是一种高科技新

型绿色环保杀菌消毒剂#因为其杀菌原理是物理和化学的综合

作用#细菌不产生耐药性#无残留-无污染#具有杀菌谱广-杀菌

速度快的特点*其使用时对黏膜无刺激-不致敏-不致癌#长期

使用无不良反应#使用后遇光-空气及有机物还原成普通水#无

需再用大量清水冲洗#节省人力物力+

-B

,

*酸性氧化电位水对

皮肤黏膜无任何刺激和损害#使用方便-取之即用-无需配制-

对环境无污染-无气味-无毒-无腐蚀性#对人员和环境安全性

好+

.0

,

*在医疗卫生中可用于患部伤口清洗护理-医疗器具清

洗杀菌-手术室皮肤杀菌消毒和病室防止细菌感染的空气净化

杀菌等*

//1

!

热力机械清洗消毒法
!

呼吸机管路及湿化罐等物品会间

接接触患者的黏膜#属于中度危险性医疗器材#因此需要在使

用前必须经过高水平消毒方可使用+

.-

,

*利用热力机械清洗消

毒法对呼吸机管路进行清洗消毒的时候#利用专门的自动清洗

机#按照提前设定好的程序#完成对呼吸机外置管路各项设施

清洗和消毒的整个过程#包括浸泡和预洗-主洗及烘干等+

..

,

*

工作过程中#不同的程序是按照机器内部电脑的操控完成的*

可以按照实际清洗消毒的需要#对各项相关指标进行相应的修

改和调整等#以更好地满足实际需求*还可以为工作人员提供

较大的便利#更有利于对清洗消毒工作治疗的监测和管理*另

外#清洗消毒过程中不需要使用过量的消毒液或者有毒气体

等#因此可以有效避免对工作人员造成的危害#并减少对外界

环境的污染等*牛进霞和任伍爱+

.;

,对机械清洗热力消毒呼吸

机管路的效果进行了调查#并通过对清洗消毒后的呼吸机管路

及附件细菌的培养和监测发现#较之传统使用较多的化学消毒

剂浸泡法#使用机械清洗热力消毒方法对呼吸机管路进行处

理#可以有效减少化学污染#并提高清洗质量*谢春玲和李海

平+

.1

,也通过对医院供应中心对呼吸机管路不同处理方法效果

的分析研究#发现全自动清洗机机械清洗热力消毒法具有多方

面的优点#较之常规清洗加高压灭菌法及超声波清洗机加酶手

工清洗法具有明显的应用优势*

//2

!

超声波清洗消毒机消毒
!

超声波清洗是利用超声波发生

器发出的高频振荡信号#振动作用于清洗液中#使清洗液中产

生了无数气泡的空化作用*通过换能器转成高频机械振荡#而

传播到清洗溶液的介质中#使消毒溶液内产生数以万计的微小

气泡+

.?

,

*这些气泡在超声波纵向传播的负压区形成#并在正

压区迅速闭合#在这种被称之为空化效应的过程中#气泡闭合

可形成瞬间高压#连续不断冲击物件表面#使物件表面及缝隙

中的污垢迅速剥落#从而达到螺纹管全面洁净的清洗效果+

.@

,

*

超声波清洗不仅具有空化作用#同时还伴随着较为复杂的物

理-化学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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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消毒供应室作为向全院提供各种无菌物品的供应科

室#不仅承担着无菌物品的保障工作#而且也在预防和减少医

院感染发生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复用呼吸机管路清洗

消毒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呼吸机使用后#要进行彻底的清

洁#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消毒#都必须彻底达到消毒合格或

灭菌合格的要求*为保证呼吸机清洗消毒效果#还要注意做好

使用后呼吸机的清洗-消毒的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开展呼吸机

治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应当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

的呼吸机及管路清洗消毒的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从事呼吸

机清洗消毒工作的医务人员#应当具备呼吸机清洗消毒方面的

知识#接受相关的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培训#严格遵守有关的规

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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