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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管理融入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的效果观察分析

丁 瑞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宁夏 银川 750001

摘 要：目的：分析细节管理融入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1月-2023年12月本院240
件消毒供应室器械开展研究，2023年7月前实施常规护理，共120件，之后实施细节护理，共120件，其间有20名工作
人员，比较两组管理效果。结果：观察组的质检合格率、回收满意、发放满意、服务满意、包装满意、工作态度、包

装质量、服务意识、及时回收、安全问题辨识和及时供应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供应差错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在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引入细节管理，能有效提升护理管理质量，提高工作满意度，防范器械供应

差错，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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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中存在众多器械，种类丰富、数量多，

管理难度明显提升。因该科室性质特殊，容易出现多种病

原微生物，需要严格消毒，以预防院内感染。针对相应器

械，保证其供应品质良好，提高供应质量，能有效防范护

理事件，为患者安全提供保障[1]。相关研究提出，选择科

学、合理管理模式，能切实提升工作效率，规范化、标准

化管理相应器械[2]。常规管理局限性大，不能及时发现问

题，消除危险因素。细节管理重视每个环节，能推动各项

工作有序、高效展开，提升管理效果。本次研究以消毒供

应室器械为对象，分析细节管理的应用效果。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月-2023年12月本院240件消毒供应室器

械开展研究，2023年7月前实施常规护理，之后实施细节
护理，其间有20名工作人员，其中有男4名，女16名，年
龄为33-53岁，平均年龄（44.20±4.12）岁。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遵循相关流程，处理医疗器

械，做好清洗工作，及时消毒，根据管理条例，落实各

项措施。观察组以对照组为基础，行细节管理：

1.2.1  创建管理小组
护士长担任组长，保证其管理经验丰富，确定小组

成员职责，定期进行培训，完善管理制度，帮助每位护

士了解自身职责，突出细节管理内涵，介绍专业知识，

持续通过实践加强管理意识，培养安全观念。健全考

核机制，考核培训结果，例如基础管理技能、管理态

度等，结合培训结果，提供专业指导，培养自身技能。

组长将成员组织起来，分析科室管理现状，总结现存问

题，制定改进措施，提升工作质量。

1.2.2  完善管理制度
充分了解工作需求，完善管理制度，确定每位成员

职责，采取责任划分制度，严格执行各项措施，落实责

任追究机制，一旦出现问题，能及时追究责任人，防止

护理人员逃避、推诿责任，对每位人员自身行为进行约

束，尽量防范操作失误。

1.2.3  健全监管机制
责任护士起到监督作用，评估各项工作执行情况，

针对小组成员，提供规范化、标准化指导，能第一时间

发现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把控护理质量。

1.2.4  规范管理流程
① 回收环节：对于器械回收环节，做好控制工作，

及时销毁一次性物品，遵循管理流程，进行销毁，不

能任意丢弃物品，尽量规避医疗污染。特别是感染科物

品，应进行浸泡消毒，实施高温灭菌处理，做好清洁工

作，保证清洗到位。医用物品如出现特殊污染，应做好

标记，将其单独放置。对于锐器，浸泡清洗时采取专

用容器，如果需要对止血钳进行清洗，应采用超声机，

采用流动水，最后采取高压枪将其冲洗干净，冲洗完毕

后，将其置于网筛内，待其干燥后，包装好。根据供应

室情况，针对回收箱、器械回收车，规划其回收线路，

实现精细化管理。对于消毒液，保证可以定期更换，防

范二次污染，精准检查器械数量，加强自我安全防护，

尽量规避交叉感染，按照有关标准回收器械。② 清洗

环节：遵循细节管理制度，清洗器械，严格管控清洗质

量，先预处理，然后去污，将洗涤剂去除，之后去热，

最后清洗，分析医疗器械差异，包括性能、类型等，分

类清洗，按照标准杀毒灭菌，控制好器械pH值，令其
处于中性状态，检查回收器械，令其能达到安全使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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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清洗干净。③ 包装环节：保证环境优良，及时净化

空气，进行包装前2h，做好消毒擦拭干净，采取紫外线灯
照射。包装人员需要将口罩、无菌衣帽等穿戴好，创造优

良包装环境。器械经过消毒清洗后，应仔细评估，保证清

洗合格，消毒到位，对物品数量进行核对，检验其干燥

度，一旦检验不合格，应返回处理。对于无菌包，认真标

记好，注明负责人和灭菌时间等，包装完毕后，消毒处理

地面和工作台，仔细记录全过程，将其归档，为后续查

阅提供便利。④ 灭菌环节：遵循有关操作规范、规章制

度，严格灭菌，保证物架尺寸合理，和墙壁相距5-6cm，
和架顶相距50-55cm，和地面相距20-25cm，结合医疗器
械特征，调节灭菌时间、温度，持续追踪。⑤发放环节：

分开回收车和发放车，及时将其运往无菌柜，满足供应需

求，对无菌器械进行发放时，仔细询问护理人员建议。发

放车使用完毕后，马上将其复原，防范污染。

1.3  观察项目和指标
评价护理质量 [3]：用问卷调查，包括工作态度、包

装质量、服务意识、及时回收、安全问题辨识和及时供

应，均为0-10分。评价管理满意度 [4]：采取问卷调查，

涵盖回收满意、发放满意、服务满意和包装满意，均为

0-100分。评价管理效果[5]：观察两组质检合格情况和供

应差错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7.0处理数据，（ ±s）与（%）表示计量与计数

资料，分别行t与 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
观察组的工作态度、包装质量、服务意识、及时回

收、安全问题辨识和及时供应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1。

表1��两组护理质量比较[n( ±s)，分]

组别 件数 工作态度 包装质量 服务意识 及时回收 安全问题辨识 及时供应

观察组 120 18.13±1.27 18.34±1.18 18.25±1.08 18.22±1.22 18.41±1.16 18.27±1.34

对照组 120 14.15±1.21 14.45±1.00 13.61±1.17 13.95±1.19 14.26±1.45 15.24±1.41

t / 24.855 27.550 31.922 27.446 24.482 17.064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管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的回收满意、发放满意、服务满意和包装满

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详见表2。

表2��两组管理满意度比较[n( ±s)]
组别 件数 回收满意（分） 发放满意（分） 服务满意（分） 包装满意（分）

观察组 20 95.68±4.58 94.67±3.39 95.58±4.13 94.36±3.15

对照组 20 86.77±4.48 87.30±3.76 86.48±4.00 87.34±3.14

t / 6.219 6.510 7.078 7.059 
P /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管理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质检合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供应差错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
表3。

表3��两组管理效果比较[n(%)]
组别 件数 质检合格率 供应差错率

观察组 120 118（98.33） 2（1.67）

对照组 120 105（87.50） 15（8.33）

/ 10.699 10.699 
P / 0.001 0.001

3��讨论

在医院中消毒供应室起到重要作用，为各个科室提

供各种医疗用品、无菌敷料和器械等，对各种器具、器

械进行护理[6-7]。该科室护理质量和医护工作关系密切，

影响到患者、医护人员安全。临床应持续提升管理效

果，关注到各个方面，注意每个细节[8-9]。

细节管理属于先进管理模式之一，在现代企业管理

中应用广泛，细节直接干扰成败，重视每个细微点，提

供高品质、优质服务[10]。将该模式渗透医疗服务，落实

细节管理，形成规范、标准化护理流程，对每个流程进

行细化，加强其责任感。关注每个流程，从回收开始，

一直到发放，创建细节管理小组，做好培训工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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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教育培训，渗透细节管理内涵，加强成员认知[11]。

完善管理制度，护理人员风险防范意识不断加强，技能

水平提升，做好器械管理，尽早消除护理风险，预防感

染事件[13]。采取细节管理，能防范职业损害，做好职业

防护培训，培养其工作责任心，能有效防范职业损害，

降低锐器损伤、烫伤风险。优化操作流程，能提升工作

效率，及时清洁物品，将其分类好，做好洗消工作，及

时消毒，严格处理，最后发放。严格管控每个环节，保

证各个细节达标，进行量化处理，对于关键过程，加强

质管，以取得预期效果。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提高质量

稳定性。对有关操作流程进行细化，通过流程图展示出

来，能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各个环节，可提升工作

质量，减少物资损耗。陈宁等研究显示，采取细节管

理，能有效减少灭菌包过期率，令其达到0.01%，可显
著提升灭菌器的检验合格率，包括抽样生物检验、化学

检验和生物检验等，合格率约为100%。采取该模式，
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加强，临床满意率提升。针对消毒供

应室，加强细节管理，能提升工作积极性，培养服务意

识，建立全新观念，引入岗位责任制，可培养其责任

心，实现全员参与，不断提升其职业素质修养，培养职

业道德，取得满意效果。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和对照组

比，观察组的工作态度、包装质量、服务意识、及时回

收、安全问题辨识和及时供应评分均更高（P < 0.05），
表明细节管理能提升护理质量，各个环节质量均显著提

升。观察组的回收满意、发放满意、服务满意和包装满

意评分均更高（P < 0.05），代表该模式能提升护理人员
满意度，能加强其意识，精准、有序实施各项操作，调

动积极性，提高医疗质量。观察组的质检合格率更高，

供应差错率更低（P < 0.05），表示该模式可增加质检合
格率，防范供应差错事件。说明针对消毒供应室，实施

细节管理可以全面提升护理管理质量，防范各种不良事

件，创造良好医疗环境。

综上所述，在消毒供应室护理管理中引入细节管

理，能有效提升护理管理质量，提高工作满意度，防范

器械供应差错，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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