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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勇#杨水珍#王翔#等
(

女性糖尿病患者鼾症*睡眠时

长与心血管疾病标志物的相关性研究'

a

)

(

疑难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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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

&!

')&)D')&%(

'

'%

)沈静#张焱#杜小丽#等
(

睡眠质量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

水平的影响及其与抑郁程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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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惠珠#常宝成#单春艳#等
(%

型糖尿病患者睡眠障碍与

胰岛
%

和
!

细胞功能的关系'

a

)

(

中华糖尿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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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不同方法对硬式内镜消毒及灭菌质量的影响分析

李
!

敏!黄云虹!黄学利!王
!

纪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

%&*R))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方法对硬式内镜清洗消毒及灭菌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0

年
'

#

*

月使用后的硬式内镜

E)

套!按照随机数表法将
E)

套硬式内镜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F0

套!实验组采用低压沸腾清洗机清洗!

对照组采用手工清洗!清洗后采用肉眼观察法%白布条检查法!之后再按照.内镜清洗消毒技术操作规范/"

%)'0

年版$进行致病菌

和细菌总数的检测&内镜灭菌效果的检测则按照 .消毒技术规范/"

%)''

年版$医疗器械灭菌效果的监测方式实施检验!检测后比

较两组内镜清洗后消毒和灭菌合格率上的差距&结果
!

两组器械清洗质量比较结果显示!目测法合格数两组分别为
F0

套和
FF

套!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白布条检查法合格数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F0

套和
&F

套!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0

$#两组器械灭菌%消毒合格数比较结果显示!实验组灭菌和消毒合格率分别
'))X

和
ER(3X

!对照组灭菌和消毒合

格率分别为
*R(EX

和
*F(FX

!两组器械清洗效果相比!灭菌%消毒合格数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0

$&结论
!

全自动

减压沸腾清洗机的清洗质量优于手工清洗的清洗质量&

关键词#硬式内镜#

!

低压沸腾清洗机#

!

手工清洗#

!

消毒灭菌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DEF00

"

%)'*

$

'*D%&*RD)&

!!

最近几年#内镜的用途越来越广泛#种类也日益增多#但因

为硬式内镜结构比较复杂#使得其清洗*消毒*灭菌难度也增

加'

'D%

)

#如果硬式内镜清洗方法不正确#很容易导致其清洗不彻

底#硬式内镜上残留的污物会给细菌的生存提供条件#因此#硬

式内镜高质量清洗是预防和控制医院内感染*保证医疗安全的

重要环节+最新的低压沸腾式技术#清洗过程中压力的瞬间变

化将在清洗机内部瞬间形成压差#并产生爆破式沸腾效果'

&

)

#

可有效地将导管内部的污渍瞬间抽出*器械连接处的残渣清

除#即使增加装载量#也丝毫不会影响清洗效果'

FD0

)

+本文将探

究手工清洗和低压沸腾清洗机清洗两种清洗方式对硬式内镜

消毒及灭菌质量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0

年
'

#

*

月使用后的硬式内镜

E)

套#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和对照组

各
F0

套#实验组采用低压沸腾清洗机$产自连云港佑源&清洗#

对照组采用手工清洗+纳入标准!已经被手术患者使用的#有

管腔*轴节和齿槽#可拆卸难清洗的器械+

$(/

!

方法

$(/($

!

清洗方法
!

低压沸腾清洗机清洗步骤!将回收的硬式

内镜操作器械可拆卸的部分进行拆卸#放入器械篮筐内#为防

止器械混淆在篮筐上加标识牌#细小精密的防水帽之类的器械

放入精密器械篮筐加盖+然后按照其说明书选择标准清洗流

程#即预洗行程
D

酶洗行程
D

漂洗
D

高温煮沸
D

真空干燥+

手工清洗!初步冲洗!将操作器械拆卸至最小化#管腔累器

械用高压水枪冲洗至少
'):

+酶洗!将器械浸没于酶洗液中

0

#

')"K=

#然后放入超声清洗机中进行超声清洗
0

#

')"K=

#

再进行漂洗#反复用型号合适的毛刷刷洗管腔内壁#去除管道

内及器械表面的多酶清洗液及松脱物#用气枪吹干#然后用酸

性还原电位水浸泡消毒
%"K=

#最后进行漂洗和终末漂洗#干燥

后进行水溶性润滑剂润滑器械+

$(/(/

!

检测方法
!

目测法!清洗后的各种器械关节齿牙无污

渍*血渍*管腔内壁清洁*各旋接口无污渍*血渍残留为清洗

合格+

白布条检查法!管腔类器械用白布条从一端旋转进入#从

(

R*&%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S9$5?K=

!

7P

1

P:;%)'*

!

T@?('&

!

6@('*



另一端拉出#白布条表面无污渍和血渍#即为合格+

内镜消毒效果检验!按照,内镜清洗消毒技术操作规范-

$

%)'0

年版&进行致病菌和细菌总数的检测+将其用旋涡器充

分震荡后再取
)(0"-

#分别倒入
%

只直径为
'))""

的平皿

中#每个平皿分别加入已经熔化的温度大约在
F*W

营养琼脂

'*"-

左右#边倾注边摇匀#待琼脂凝固#于
&0W

培养
FRH

后

计数'

*

)

+

内镜灭菌效果检验!严格按照 ,消毒技术规范-$

%)''

年

版&医疗器械灭菌效果的监测方式实施无菌检验+

$('

!

评价指标
!

消毒后的内镜合格标准为!细菌总数
$

%)

JIP

"件#不能检出致病菌+灭菌后内镜合格标准为!无菌检验

合格+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E()

软件对研究中得到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两组计数结果比较采用
B

检验#计量结果比较

用
!

% 检验#

!

$

)()0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器械清洗质量比较
!

两组器械清洗质量比较结果显

示#目测法合格数两组分别为
F0

套和
FF

套#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0

&#两者无较大差异#白布条检查法合格数实验组

和对照组分别为
&F

套和
F0

套#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

&+

表
'

!!

两组器械清洗质量比较$

(

&

组别 总数 白布条检查法合格数 目测法合格数

对照组
F0 &F FF

实验组
F0 F0 F0

!

%

F('F% '(&FF

! )()&' )(3R'

/(/

!

两组器械灭菌*消毒合格数比较
!

两组器械灭菌*消毒合

格数比较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相比#灭菌*消毒合格数比

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0

&+

表
%

!!

两组器械灭菌"消毒合格数'

(

$

X

&(

组别 灭菌合格数 消毒合格数

实验组
F0

$

'))

&

FF

$

E3(R

&

对照组
&'

$

*R(E

&

%E

$

*F(F

&

!

%

F(&*0 0(*&F

! )()'E )())E

'

!

讨
!!

论

清洗是采用一种化学药剂清除物体表面污垢的操作#是去

除微生物及有害物质的关键措施#同样也是是医疗用品进行再

处理的重要过程'

3DR

)

+一般来说#清洗效果的好坏会大大影响

硬式内镜的消毒杀菌效果#到现在为止#采用化学药剂的消毒

杀菌方式均不能去除致热原*血迹等+已经被使用且污染的器

械若不彻底进行清洗#污染物就会在硬式内镜上形成一层外覆

盖膜#给硬式内镜的灭菌带来困难甚至造成消毒杀菌的失效#

这会很容易导致院内感染发生#会大大不利于院内患者的卫生

甚至生命状况+内镜是集中了传统光学*人体工程学*现代电

子*数学*软件等于一体的检测仪器+一个具有图像传感器*光

学镜头*光源照明*机械装置等#它可以经天然孔道进入人体

内'

ED')

)

+利用内窥镜可以看到
h

射线不能显示的病变#因此它

对医生非常有用'

''

)

+

本文在研究清洗效果过程中线进行了传统方法的检测#即

利用目测法和白布条检查法#两器械清洗质量比较结果显示#

目测法合格数两组分别为
F0

套和
FF

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0

&#两者无较大差异#这是因为手工清洗就是利用目

测进行清洗#因此两种清洗方法检测出来效果类似#加之但由

于本研究样本量偏小#如果加大样本量#是否有差异#需要进一

步研究+白布条检查法合格数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F

套和

F0

套#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这与外国学者

研究结果类似'

'%D'&

)

+两组器械灭菌*消毒合格数比较结果显

示#实验组灭菌和消毒合格率分别
'))X

和
ER(3X

#对照组灭

菌和消毒合格率分别为
*R(EX

和
*F(FX

#两组器械清洗效果

相比#灭菌*消毒合格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0

&#经

过灭菌*消毒检测后的两组合格率的差距明显大于目测法和白

布条检查法#可能是因为#相对于人为目测#按照国家标准进行

严格的灭菌*消毒检测结果也会更加真实可靠+由于硬式内镜

结构复杂#器械精细而贵重#纯手工清洗时按照规范从清点检

查回收到冲洗*浸泡*超声$镜头*电凝线除外&*刷洗*漂洗*消

毒*润滑及干燥等步骤'

'FD'0

)

#清洗所需要的时间长#耗费人力

物力财力#清洗效果也难以保证#低压沸腾式技术清洗过程中

压力的瞬间变化将在清洗机内部瞬间形成压差#并产生爆破式

沸腾效果#可有效地将导管内部的污渍瞬间抽出*器械连接处

的残渣清除#这是传统清洗机达不到的#即使增加装载量#也丝

毫不会影响清洗效果+

综上#全自动减压沸腾清洗机的清洗质量优于手工清洗的

清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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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预防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微创术后便秘中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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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预见性护理在预防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微创术后便秘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0

月收治的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
'%F

例依照入院先后顺序依次交替归属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同

样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预见性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排便积分%

.<K:;@?

大

便性状分型中理想便形和便秘发生率&结果
!

干预
'F$

后!研究组患者排便积分由"

%(FRb)(FE

$分下降到"

)(E3b)(0)

$分!对

照组由"

%(F*b)(0&

$分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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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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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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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性状分型中理想便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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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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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理想便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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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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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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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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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研究组便秘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0(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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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F%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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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预见性护理干预对高血压性脑

出血患者具有很好的临床护理作用!能有效改善排便积分及大便性状分型!患者微创术后便秘及便秘并发症的发生率均明显

降低&

关键词#预见性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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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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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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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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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是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病率为

&)X

#

*)X

'

'D%

)

+便秘不仅给脑卒中患者带来痛苦#同时用力

排便可使血压和颅内压骤增#脑供血不足#易发生脑血管破裂#

危及生命+因此#保持大便通畅是护理脑卒中患者的重要措施

之一+有报道显示#对患者行早期护理干预能降低患者术后便

秘的发生#并减少其他并发症的发生#促进康复'

&

)

#但尚需临床

资料进一步证实+该院对微创术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进

行相关的预见性护理干预#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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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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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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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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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年龄
'R

#

30

岁%经头
5A

确诊为高血压脑出血患

者'

F

)

%生命体征平稳%能理解*执行简单指令%对本研究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习惯性便秘或其他原因

导致便秘者%患精神病史或存在认知障碍者%无法配合完成相

关量表填写者等+依照入院先后顺序依次交替归属为对照组

和研究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中男患者
&&

例#女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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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

#

30

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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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发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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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发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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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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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2

1

#平

均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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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出血部位分类!基底节区出

血
F*

例*丘脑出血
F

例*脑叶出血
E

例*小脑出血
&

例#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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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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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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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分类!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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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初中及高中
%E

例*大专及以上
E

例+观察中男患者
&)

例#女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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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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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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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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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发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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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
FR

#

E%2

1

#平均体质量$

*0(FR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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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按照出血部位分类!基

底节区出血
F&

例*丘脑出血
0

例*脑叶出血
R

例*小脑出血
*

例#出血量
'%

#

F0"-

#平均出血量$

%0(0%b%(&3

&%文化程度

分类!小学
%0

例*初中及高中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两组

患者性别*年龄*发病时间*出血部位*出血量及文化程度等资

料方面均无显著性$

!

%

)()0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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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所有患者均由同一组医生在
5A

定位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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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治疗+其中对照组术后行常规护理

干预#每日护理工作情况根据患者病情遵医嘱给予酚酞片*大

黄苏打片或番泻叶等缓泻剂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以

护士长为组长#科室护士为组员成立高血压脑出血微创术后特

护小组#对患者采取便秘早期防治的预见性护理干预#组内成

员共同学习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患者微创术治疗期间护理方

法的相关知识#学习地点在医生及护士办公室#每日于早会后

集体学习
*)"K=

#共学习
%

周+学习结束后#研究者对整个学

习过程的内容进行评价和总结#小组内成员进行充分讨论#根

据不同患者情况的不同归纳出具体的护理干预措施#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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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以术后
%FH

*干预后
'F$

为观察点#对两组

患者进行行排便积分测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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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性状分型测评+具体

测定方法!排便积分测定由护士判断并记录患者排便费力情

况%

.<K:;@?

大便性状判定由患者排便后及时通知护士观察

评定+

$('($

!

排便积分测定
!

)

分!自然排便#排便时不费力%

'

分!

排便时较费力%

%

分!排便时很费力%

&

分!用力排便且需借助其

他辅助方法+分值越小#排便越接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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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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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性状分型
!*

型!大便呈分离的硬团%

&

型!大便呈团块%

'

型!大便呈干裂的香肠状%

,

型!大便呈柔软

的香肠状%

-

型!大便呈软的团块%

4

型!大便呈泥浆状%

5

型!

大便呈水样便+其中
*#'

型表示有便秘#

,

型和
-

型为理想

的便形#

4

型和
5

型则代表可能有腹泻+便秘发生率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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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性状分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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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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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占所有比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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