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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采取 PDCA 循环的应用效果观察 

孟英慧 

新泰市人民医院  山东新泰 

【摘要】目的 分析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采取 PDCA 循环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 2020.10——2021.12
消毒供应室纳入工作人员共计 40 名，按照工作时间先后顺序，工作于 2020.10——2021.05 期间消毒供应室实施

常规管理模式，设为常规组；工作于 2021.06——2021.12 期间消毒供应室实施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设为实验组,
对比两组供应室护理管理质量评分、科室管理满意度。常规组、实验组均采纳消毒供应室医疗项目共计 400 份，

对比科室清洗灭菌质量合格率、管理达标率。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科室管理满意度更

高，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清洗灭菌质量合格率、管理达标率更高，P＜0.05。结论 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

中采取 PDCA 循环管理模式下能切实提高科室消毒灭菌合格率，保证管理质量，建议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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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DCA cycle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Yinghui Meng 

Xintai City People's Hospital Shandong Xintai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DCA cycle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Methods A total of 40 staff members were select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in our 
hospital from 2020.10 to 2021.12.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time sequence,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implemented 
the routine management mode from 2020.10 to 2021.05, and was set as the routine group; the work was performed from 
2021.06 to 2021.12 During the period, the PDCA cycle management mode was implemented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which was set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scores and department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supply rooms were compared. Both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a total 
of 400 medical items in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and compared the qualified rate of cleaning and sterilization quality 
and the management compliance rate of the departm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score and department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cleaning and sterilization quality qualification rate and management 
complia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the PDCA cycle management 
mode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the disinfection supply roo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qualification rate of the department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manage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popularize 
and appl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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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是医院重要部门之一，其主要负责回

收、清洗和消毒各类可复用性医疗器械，保证器械可

以在合格无菌情况下再次投入临床使用。清洗消毒医

疗器械工作具有技术性强、要求高的特点，工作效果

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安全和医院感染的发生。医疗器械

经清洗消毒后得以重复使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临床

资源的过度损耗，保证医用材料的质量可经得起临床

反复使用[1]。而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治疗结局之

间与其存在相关性，医疗器械使用中所沾染的污渍、

血迹、锈迹等若未能清理干净，医疗人员在使用中有

感染风险，且随着有机物质不断积累会影响患者治疗

安全。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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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毒供应室管理工作中。以往所用常规管理工作效

果一般，工作未能渗透到实际工作中，而 PDCA 循环

管理模式，遵循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循的科学程序，

整体应用效果良好 [2-3]。本统计围绕消毒供应室中

PDCA 循环模式的应用反馈进行整理，详情可见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线性资料 
于我院 2020.10——2021.12 期间选出消毒供应室

工作人员共计 40 名，以工作时间段不同将工作成果分

成两组，分别纳入常规组、实验组。同期同组收集处

理医疗项目分数各 400 份，评估消毒灭菌情况。 
本次工作对象中，男 4 名、女 36 名，年龄区间 25-46

岁、平均年龄（29.97±3.55）岁。学历情况：大专 26
例、本科 14 例。 

1.2 方法 
常规组：2020.10——2021.05 常规管理模式。消毒

供应室中每个工作人员均应有对应安排的工作，做到

责任切实落实。各对一台手术器械进行针对性管理，

从而方便核对其对手术器械的应用记录和管理记录，

评估工作态度。 
实验组：2021.06——2021.12PDCA循环管理模式。 
（1）P—Plan，管理计划制定。在消毒供应室中

建立质量管控小组，管理人员应该走访不同的科室，

从而梳理清楚消毒供应室中日常工作所存的实际问

题。目前常见问题包括：第一，缺少规范性管理。消

毒供应室中工作量较大，因此很多工作之间衔接不流

畅，工作安排不合理。管理质量相对薄弱，有些制度

未能应用到实处，因此很多工作人员不重视设备、器

械清洗工作规范，设备使用寿命减少、老化严重导致

利用率降低。第二，缺少自我保护意识以及风险预见

能力低。消毒供应室内的工作人员有时对安全知识掌

握不到位或理解不透彻，进而对潜在风险的预知性警

惕性较差，缺少灵敏的自我保护意识，容易造成消毒

供应室不良事件的发生。第三，器械灭菌清洗技术差。

消毒供应室的主要工作便是将一些可复用的医疗器械

进行二次消毒灭菌处理，从而达到可循环利用的作用，

而有些循环使用器械在清洗消毒方面技术不成熟且操

作不严谨，导致器械二次利用不达标。质控小组应该

针对上述问题依照《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对工作

情况加以管制，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管理质量，制定具

有可行性、合理性、高效性特点的质量管控计划。即

为重新按照器械的消毒灭菌步骤规范每一项操作技术

标准，制定消毒灭菌制度以及操作规程，以分区域、

分时间方式为不同科室提供无菌物品，把控工作环节

的衔接进行。控制造成灭菌消毒质量不合格以及院内

感染事件发生的源头，阻止不良影响蔓延。 
（2）D—Do，管理计划实施。消毒供应室内不同

岗位应选出一名工作人员作为该岗位的负责组长，定

期对负责组长进行考核以保证其拥有高度管理责任

心。定期组织消毒供应室内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岗位培

训，学习新知识以及组织讨论科室管理过程中所存问

题，反馈有效的解决办法消除问题影响。包括：第一，

在保证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质量的前提下对员工进行

集中培训，灌输安全管理知识，讲解在科室内日常工

作中出现的常见问题以及可用解决办法。第二，严格

把控械消毒、清洗、灭菌的各个环节考核标准，为提

高工作人员对自身素质的规范要求，在质量不达标时，

可对对应人员进行相应处罚，按照错误程度考虑处罚

时连带负责组长共同处罚。医疗污染物品需谨慎管理，

并由专人专车进行特殊运送，以免不慎污染到其他物

品，污染物品运送整个过程需要密封且由专人负责集

中处理。无菌室内同样有一人专门负责，按照物品类

别进行分类管理。第三，定期抽查工作人员的个人卫

生规范，检查相应负责工作区域内无菌物品、消毒剂、

环境的管理质量。第四，走访不同科室，将消毒供应

室的工作情况进行意见收集，方便完善管理体制。例

如科室内脉动真空压力蒸汽灭菌锅应要求负责人员每

天进行下班前的全面清洗，因其内胆材质特殊，每次

使用前均要检查是否有裂痕，以免影响消毒效果。其

所用过滤隔网每 3 月清洗一次，及时更换。定期检查

安全阀，避免多次人为启动会破坏压力表、真空泵等。

电器箱需核对性能参数，检查设备结构，每一季度检

修一次。消毒供应室内严格执行消毒净化工作，做好

数据方便核对，每周检测水源质量一次。 
（3）C—Check，监督和检查。要求每个岗位的工

作人员每天检查核对好工作记录，严格执行消毒灭菌

工作。质量管控小组会以定期抽查或不定期检查方式

检查不同岗位的工作情况是否符合监察标准。若发现

部分岗位存在工作问题或疏漏，严肃处理并处罚，若

岗位工作表现良好，应给予鼓励。 
（4）A—Act，持续改进。消毒供应室内不同岗位

的负责人需参与管理座谈会，集中上报问题后明确问

题出现的影响因素，依照循证医学原则给出意见。给

出专业性的纸质版、电子版处理意见后分配岗位责任

工作。供应室内工作人员需按照规范标准执行，负责

组长需加大对所有岗位工作人员的集中培训。 



孟英慧                                                      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采取 PDCA 循环的应用效果观察 

- 138 -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科室管理满意度、

清洗灭菌质量合格率、管理达标率。 
（1）护理管理质量评价标准：评估环境、设施、

流程、消毒卫生质量评分越高，管理效果越好。 
（2）科室管理满意度评价标准：总满意度=（满

意+较满意）/组间数*100%，评分越高管理效果越好。 
（3）清洗灭菌质量合格率评价标准：手术器械、

换药盘抽、消毒液浓度、除锈抽检合格率占比越高，

管理效果越好。 
（4）管理达标率评价标准：完整回收、包装标准、

灭菌标准占比率越高，管理效果越好。 
1.4 统计 
本次临床试验在 SPSS 23.0 系统中分析，数据指标

则以均数（x±s）表示，使用 T 值对验，结果表现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 结果 
2.1 护理管理质量评分 
表 1 中，实验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高于常规组，P

＜0.05。 
 

表 1 科室护理管理质量对比表（x±s，分） 

组别 例数 环境 设施 流程 消毒卫生 

常规组 40 81.30±2.64 82.14±3.01 75.02±3.08 73.14±1.60 

实验组 40 92.35±1.25 93.00±1.24 90.22±2.73 97.33±2.05 

T  23.926 21.099 23.357 58.832 

P  ＜0.05 

 
2.2 科室管理满意度 
每组 40 例对象对比： 
常规组满意 20 例、较满意 12 例、不满意 8 例，

总满意度 80.00%。实验组满意 22 例、较满意 17 例、

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 97.50%。可见实验组科室管理

满意度高于常规组，对比差值 X2=6.134，显示 P＜0.05
有意义。 

2.3 清洗灭菌质量合格率 
每组 400 份项目对比： 
常规组：手术器械抽检 100 份、合格 92 份，合格

率 92.00%。换药盘抽抽检 100 份、合格 85 份，合格

率 85.00%。消毒液浓度抽检 100 份、合格 89 份，合

格率 89.00%；除锈抽检 100 份、合格 87 份，合格率

87.00%。实验组：手术器械抽检 100 份、合格 100 份，

合格率 100%。换药盘抽抽检 100 份、合格 98 份，合

格率 98.00%。消毒液浓度抽检 100 份、合格 99 份，

合格率 99.00%；除锈抽检 100 份、合格 98 份，合格

率 98.00%。可见，实验组清洗灭菌质量合格率高于常

规组，对比差值 X2=8.333、10.864、8.865、8.720，显

示 P＜0.05 有意义。 
2.4 管理达标率 
每组 400 份项目对比： 
常规组：完整回收 349 例、占比 87.25%；包装标

准 347 例、占比 86.75%；灭菌标准 348 例、占比 87.00%。

实验组管理下完整回收 397 例、占比 99.25%；包装标

准 395 例、占比 98.75%；灭菌标准 398 例、占比 99.50%。

可见实验组管理达标率高于常规组，对比差值

X2=45.755、42.829、49.647，显示 P＜0.05 有意义。 
3 讨论 
近些年医疗服务水准在显著提升，虽然在加强管

理程度和质量但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医院

出现院内感染和交叉感染事件依旧存在。经医疗数据

统计显示，我国医疗机构中出现交叉感染事件 30%左

右患者与入院后接触医疗器械有关，多数为医疗器械

处理消毒不合格，导致院内患者发生二次感染率上升。

不仅影响了治疗效果，且对患者康复情况造成复兴影

响而成为了加剧医患之间矛盾的因素之一[4]。由此可

见，医疗机构必须重视起消毒供应室的工作质量把控，

确保所有经此科室处理的器械或仪器能够达到有效合

格标准为患者提供治疗辅助，以此确保医疗服务水平，

维护患者生命健康。当前管理措施实施主要目标在于

避免医疗安全事故发生、提高无菌物品正确使用率，

而此些措施需在消毒供应室内通过利用优质管理办法

来实现，来缓解医患纠纷，防止医源性感染问题发生。

PDCA 循环模式应用于消毒供应室的管理中,针对室内

各项物品的管理把控更加严格，并针对室内工作人员

进行定期培训以及工作情况抽查检验，对工作错误严

格处罚以此约束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所有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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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遵守且知晓管理内容，确保充分发挥不同岗位的

工作人员个人潜能。改变其主观服务观念提高工作责

任心，以此确保无菌物品的合格处理[5]。PDCA 循环模

式管理在消毒供应室内的贯彻应用是一项漫长工作，

因此需要管理人员仔细从各个方面的细节入手收集不

同科室意见，不断在实际工作管理中发现工作问题并

加以解决。要求全科参与督促工作人员不断使自己进

步、学习，使其清晰其明确的工作目标，拥有参与权、

自主权和管理权[6]。方便在管理工作开展时让工作人员

配合以及参与培训，突出科室工作重点，全面提升消

毒供应室的工作质量。 
结果可见，实验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科室管理

满意度高于常规组；实验组清洗灭菌质量合格率、管

理达标率高于常规组，P＜0.05。说明 PDCA 循环模式

管理，可切实保障消毒供应室的工作质量。 
综上所述，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采取 PDCA 循

环的应用保障了工作质量，能提升工作人员工作效率，

建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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