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管理

居家胰岛素注射患者医疗废物自我管理干预研究"

方水芹!唐春芳!黄丹红!张英瑛!浦琼枫"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7""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医疗废物自我管理干预对居家胰岛素注射患者的影响%方法
!

对
"##

例门诊糖尿病患者

进行医疗废物自我管理问卷调查!并实施医疗废物自我管理干预!比较干预前后医疗废物管理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医疗废物分类处置正确率和自我管理依从性%结果
!

干预后患者医疗废物管理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医疗废物分类

处置正确率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自我管理依从性逐月提高!干预后
"

$

!

$

7

个月与干

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结论
!

加强医疗废物自我管理教育和培训!对于有效遏制居家医疗废物

随意丢弃行为!提高患者对医疗废物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自我管理意识和依从性!规范居家医疗废物管理工作有着

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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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已成为全球性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

且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

,

-胰岛素注射和血糖监测是糖尿

病综合治疗方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随着胰岛素的广泛应

用#糖尿病患者对居家注射胰岛素和自我监测血糖越来越接

受#由此而产生的感染性和损伤性废物也越来越多-在远郊农

村地区#糖尿病患者对医疗废物的规范化管理意识淡薄#常常

将废弃针头.血糖试纸及棉球等医疗废物直接混入生活垃圾或

随手丢弃#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提高患者对医疗废物自我

管理相关知识的认知度#改变糖尿病患者的不良行为#增强绿

色环保意识#本研究对
!#"-

年
$

月至
!#"8

年
6

月在本中心门

诊就诊的
"##

例患者实施了自我管理干预#收到满意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8

年
6

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门诊随访的糖尿病居家自

行注射胰岛素
7

个月以上#年龄
!6

!

:8

岁#患者可以定期门诊

随访#自愿参加本研究的
"##

例患者实施自我管理干预#其中

男
7.

例#女
67

例#平均年龄$

6:2"a""2#

%岁#病程
"

!

7#

年#

平均$

"72!a.2"

%年#注射胰岛素或血糖监测
8

年内
8-

例#

6

!

"#

年
7"

例#

""

!

"8

年
$

例#

"8

年以上
6

例-

$2/

!

方法

$2/2$

!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
!

$

"

%糖尿病居家注射

胰岛素患者医疗废物相关知识及自我管理现状问卷由医疗废

物管理相关知识.医疗废物处置情况两部分组成#医疗废物管

理相关知识包括医疗废物定义.分类.回收.处置.危害性和发

生针刺伤后的处置流程等
6

个单选题和
"

个多选题#统计患者

回答正确人数-医疗废物处置情况包括针头.采血针.棉球及

血糖试纸的处理.有无针刺伤经历.发生针刺伤后的应急处置

-

个选项-医疗废物处置由护士或乡村医生检查并记录患者

上交的注射针和采血针.棉球及血糖试纸的数量和分类.处置

是否正确-如将医疗废物直接混入生活垃圾为不正确#装入硬

质容器为完全正确#装入硬质容器后混入生活垃圾和偶尔装入

硬质容器后回收为基本正确-$

!

%记录医疗废物回收登记手

册#每月对患者接受干预后的依从性进行评价#按照患者前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配胰岛素时将医疗废物拿回的次数概

率
"##9

.

8#9

!

$$9

.

"9

!

-$9

.

#9

#将依从性判定为好.良

好.一般和差#分别赋值为
-

.

7

.

!

.

"

分#得分越高说明医疗废弃

物处置依从性越好-

$2/2/

!

干预方法
!

$

"

%糖尿病俱乐部每月组织相关内容的健

康教育讲座进行干预-根据调查结果#系统的专项教育计划!

由同一糖尿病专科护士进行系统的专项教育-包括发放医疗

废物处置宣教资料#指导患者分类处置感染性废物和损伤性废

物的自我管理技能及相关知识#传授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处置

方法及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对人体和

环境的危害等知识-$

!

%自我管理干预!每位患者发放自制的

损伤性利器盒和感染性废物盒各
"

个#并在盒体上张贴医疗废

物警示标识贴-指导患者将胰岛素注射针.采血针放入损伤性

利器盒#消毒棉球或棉签.血糖试纸放入感染性废物盒#嘱咐患

者每次来配胰岛素时带回本中心或村卫生室进行统一回收处

理-$

7

%建立医疗废物回收登记手册#由护士或乡村医生详细

记录每位患者回收废物的次数.类别.数量.分类是否正确等#

每月进行汇总分析#对依从性差的患者#给予电话回访#了解原

因#提出整改措施#以提高依从性-$

-

%每半个月一次门诊随

访#每月电话或短信提醒-$

8

%

7

个月后患者均回糖尿病门诊

复查#再次进行糖尿病居家注射胰岛素患者医疗废物相关知识

及自我管理现状问卷调查-获得干预前后患者对医疗废物规

范管理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医疗废物分类处置情况#并对医

疗废物自我管理的依从性进行评价-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
Na?

表示#采用
RD@)<M<F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配对
$

! 检验#以
E

$

#2#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干预前后患者对医疗废物管理相关知识知晓情况的变

化
!

从表
"

可见#患者对医疗废物管理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有

了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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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前后患者医疗废物处置情况的变化
!

干预前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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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将使用后的注射针头或采血针直接混入生活垃圾#

"##9

患者将使用后的棉球或血糖试纸直接混入生活垃圾#通

过
7

个月的培训和专项教育#患者能全部按要求将使用后的注

射针头或采血针以及棉球或血糖试纸装入硬质容器后带回医

院回收处理#分类处置方法由干预前的
$-9

和
"##9

不正确提

高到
"##9

完全正确#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见表
!

-

表
"

!

干预前后患者对医疗废物管理相关知识

!!!

知晓情况的变化*

%

%

9

&+

项目
知晓人数

干预前 干预后
$

!

E

您知道什么是医疗废物
6

$

62#

%

$8

$

$82#

%

:$2# #2###

您知道医疗废物分几类
"

$

"2#

%

:-

$

:-2#

%

:72# #2###

注射针头和采血针应放在哪

类废物桶内
!

$

!2#

%

:$

$

:$2#

%

:.2# #2###

消毒用的棉球或棉签及血糖

试纸使用后应放在哪类废物

桶内

!

$

!2#

%

$#

$

$#2#

%

::2# #2###

对健康危害较大的是哪几类

医疗废物
7

$

72#

%

.:

$

.:2#

%

.82# #2###

您知道医疗废物会产生那些

危害
6

$

62#

%

.8

$

.82#

%

6.2" #2###

发生针刺伤以后的处理流程

哪个是正确的
"8

$

"82#

%

$.

$

$.2#

%

:!28 #2###

表
!

!

干预前后患者医疗废物处置情况的变化%

%

&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注射针头.采血针使用后

!

直接混入生活垃圾
$- #

!

装入硬质容器
# "##

!

装入硬质容器后混入生活垃圾
8 #

!

偶尔装入容器后回收
" #

棉球.血糖试纸使用后

!

直接混入生活垃圾
"## #

!

装入硬质容器
# "##

!

装入硬质容器后混入生活垃圾
# #

/2'

!

医疗废物自我管理依从性评价
!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不

同干预时间下患者的依从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干

预后患者的医疗废弃物自我管理依从性逐渐提高-干预后
"

.

!

.

7

个月分别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见表
7

-

表
7

!

干预后医疗废物自我管理依从性评价分析%

Na?

&

项目
损伤性废

物的处置
F E

感染性废

物的处置
F E

干预前$

?

%

"2##a#2## "2##a#2##

干预后
"T

$

(

%

!26-a"2#6 !2$.a"2#:

续表
7

!

干预后医疗废物自我管理依从性评价分析%

Na?

&

项目
损伤性废

物的处置
F E

感染性废

物的处置
F E

干预后
!T

$

)

%

727"a#2$6 72-:a#2:8

干预后
7T

$

C

%

72..a#28" 72.$a#28#

差值
"

!$

(

%

;

$

?

%

"26-a"2#8 ].2:.! #2### "2$7a"2#: ]:2""$ #2###

差值
!

!$

)

%

;

$

?

%

!27"a#2$6 ]:287" #2### !2-:a#2:8 ]:2:#7 #2###

差值
7

!$

C

%

;

$

?

%

!2..a#28" ]$27". #2### !2.$a#28# ]$276$ #2###

'

!

讨
!!

论

自我管理是个体主动应用认知及行为策略对自身的思想.

情绪.行为以及所处环境等进行目标管理的过程#是个体健康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培训.咨询.指导.健康教育等方

式#提高居家胰岛素注射患者处置医疗废物相关知识的知晓

率.分类处置.自我管理意识和依从性#使其具备自我管理的

能力-

'2$

!

提高患者对医疗废物管理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
!

医疗废

物管理相关知识#包括医疗废物的定义.分类.收集.处置.转运

方法.危害性及被医疗废物损伤后的紧急处理流程等#对农村

糖尿病患者来说知之甚少#尤其是老年患者#培训难度相应增

大-针对这些特点#需要制订出更加系统.具体.切实可行的培

训计划#加强医疗废物管理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以防

止疾病传播.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为出发点#使患者认清医

疗废物的社会危害性.正确处理的重要性.规范管理的必要性-

同时教会并掌握被医疗废物损伤时的紧急处理程序等#使其规

范运用于实际操作之中-从调查数据中可知#干预后患者对医

疗废物管理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有了明显提高#认知水平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由此说明#加强医疗废物相关知识和技能培

训#有利于增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和防护意识#对于科学掌

握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处置等管理环节#减少利器损伤发生#

规范居家医疗废物管理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2/

!

有效遏制医疗废物随意丢弃行为
!

医疗废物是一类特殊

的医疗垃圾#具有很强的空间传染.急性传染和潜伏传染的危

害-由医疗废物引起的交叉感染占社会交叉感染率的

!#9

+

7

,

-对医疗废弃物实行回收策略有助于保护环境安全和

公众健康+

-

,

-医疗废物对健康人群造成的危害也愈来愈被人

们所关注+

8

,

-

!#""

版中国糖尿病药物注射技术指南规定!待

针头拔出后#应立即将针头从注射笔上取下#将针头或注射器

放入专用废弃容器内再丢弃#如果没有专用废弃容器#可以用

加盖的硬壳容器等不会被针头刺穿的容器替代-)医疗废物管

理条例*规定!禁止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禁止在非贮存

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

垃圾+

7

,

-针对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随意丢弃医疗废物的普遍

现象#在居家胰岛素注射患者的健康教育内容中#除了糖尿病

治疗的五驾马车之外#还包括了医疗废物分类.回收.处置方

法.胰岛素针头重复使用和随意丢弃医疗废物的风险教育.规

范化管理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管理的必要性等内容#并分类发放

收集容器#让患者充分认识到医疗废物随意丢弃的危害性#以

正确处理家庭护理中产生的医疗废物#杜绝随意丢弃造成的社

会危害-通过
7

个月的宣教指导和培训#并发放专用容器#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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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患者能全部按要求将使用后的医疗废物装入硬质容器

后带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村卫生室回收处理#分类处置方法

由干预前的
$-9

和
"##9

不正确提高到
"##9

完全正确#有效

遏制了医疗废物随意丢弃行为#保证了医疗废物的规范处理#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2'

!

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依从性
!

在过去
7#

年中#自我管理

战略被纳入美国慢性病病人教育中#有效地降低了病死率和住

院率+

6

,

-国内外的经验提示#充分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多部门

共同参与进行居家医疗废物的管理工作#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

自我管理依从性-通过自我管理干预#患者获得了健康知识和

医疗废物管理知识#同时有利于树立环保理念#倡导自我管理#

将自我管理效能真正应用于自己的疾病和医疗废物管理实践

中-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后患者的依从性发生了显著变

化#干预后患者的医疗废物自我管理依从性逐渐提高#说明糖

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识有所提升#行为有所改变-

1

!

小
!!

结

随着居家护理服务的拓展#医疗废物的日益增多#医疗废

物的规范处置管理已成为医疗废物管理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

工作内容-医疗废物的管理和处置不仅是医疗机构的责任#更

是全社会的责任+

.

,

-建议将居家医疗废物管理纳入糖尿病健

康教育内容并写入教科书-其次加强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的

宣传.教育和培训#对患者实施自我管理干预#提高患者及家属

对医疗废物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有效遏制居家医疗废物随意丢

弃行为#自我管理意识和依从性-同时应完善硬件设施#将医

疗垃圾进行集中统一回收处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医疗废

物集中处理中心#切实解决医疗垃圾-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服务站$或村卫生室%有义务承担回收管理工作#各社区.

街道可定点设置医疗废物终端回收点#由相关部门进行统一管

理#加强医疗废物的有效管理-面对庞大的居家胰岛素注射群

体#如何有效开展居家医疗废物自我管理工作#是摆在每位社

区护士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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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对医院消毒供应室灭菌质量的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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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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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2

消毒供应室&

!2

护理部

!

"###"#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
8T"Z

分析法对医院消毒供应室灭菌质量的改善效果%方法
!

以该院消毒供应室为研究

对象!

!#"-

年
"

!

"!

月对消毒供应室采取基于
8T"Z

分析法的
8T"Z

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共包括人$机器$材料$方

法$测量$环境
6

个方面%结果
!

实施
8T"Z

分析法后'消毒供应室回收清洗质量$包装质量$灭菌质量以及无菌物

品存放质量得分分别为"

$!2.-a"28"

#$"

$728:a"2!7

#$"

$72$-a"28-

#$"

$-2$"a"27.

#分!均明显高于实施前"

E

$

#2#8

#&消毒供应室工作人员灭菌知识知晓度为
$7279

!明显高于实施前的
-#2#9

"

E

$

#2#8

#&医生对手术器械性能

满意度为
$82#9

!明显高于实施前的
.!2#9

"

E

$

#2#8

#%结论
!

8T"Z

分析法可以明显改善医院消毒供应室的灭

菌质量!提高工作人员的灭菌知识知晓度以及医生对器械的满意度%

"关键词#

!

8T"Z

分析法&

!

消毒供应室&

!

灭菌&

!

质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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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6.!;$-88

"

!#"6

#

#.;#$$:;#7

!!

医院内部各科室都有自己工作的侧重点#往往忽略器械的

消毒杀菌以及保养工作#器械清洁不到位容易引发院内感染#

延缓患者病情恢复+

";-

,

-医院消毒供应室专门负责院内无菌医

疗用品的回收.包装.灭菌以及存放#责任重大+

8;6

,

-因此#医院

消毒供应室通过采取合适的方法提高灭菌质量意义重大-

8T"Z

分析法是指通过人.机器.材料.方法.测量.环境
6

个方

面#来控制工序质量的方法-朱艳等+

.

,将
8T"Z

分析法应用于

手术室临床护理教学管理中#结果显示
8T"Z

分析法有利于提

高高等护理学生的专科实训成绩-本研究探讨
8T"Z

分析法

对医院消毒供应室灭菌质量的改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以本院消毒供应室为研究对象#由
"#

名工作

人员组成#其中包括!护士长
"

名#负责消毒供应室的总体工作

分配与指导(工人
!

名负责器械的回收#护理人员
.

名#其中
-

名负责器械的消毒灭菌工作及包装工作#

"

名负责器械的发放

以及存放工作-

$2/

!

方法
!

!#"7

年
"

!

"!

月为实施前#

!#"-

年
"

!

"!

月为实

施后-

!#"-

年
"

!

"!

月对消毒供应室采取基于
8T"Z

分析法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V?(T=C4@DF

!

&

K

LD@!#"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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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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