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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分析了消毒供应中心在处理腔镜器械时遇到的问题，并寻求有效的护理对策，优化腔镜器械的处理流程，保

障病人安全 [1]，降低器械损坏 [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disinfection supply center in the treatment of endoscope instruments, 
seek effective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optimize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endoscope instruments, ensure patient safety [1] and reduce 

instrument dam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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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腔镜手术由于创口小、微痛、住院时间短等优点，广泛

应用于外科微创手术 [3]。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攀升，腔镜器

械种类逐渐增多，腔镜器械结构与功能也随之变得复杂，若

器械清洗不够彻底，不仅会增加医院感染发生风险，还会

增加病人的痛苦 [4]。镜头作为硬式内镜摄像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结构复杂、精细与贵重的特点，给其清洗与消毒

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5]。论文综合近年来腔镜器械清洗环节的

研究进展，使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能够采取正确的清洗措

施，提高腔镜器械的清洗质量，确保病人的安全。

2 回收过程
王平 [6] 认为应腔镜在转运过程中的管理，手术结束后应

将物品装入指定的运转箱内，并且使用多层无纺布包裹腔镜

镜头，防止在运送过程中器械震动损伤镜头。在由专人将器

械运送至供应室的去污区，整个运输过程中需轻拿轻放，防

止器械相互碰撞。交接时需要双人核对，将器械的种类和数

量清点核对完成。朱文婷 [7] 指出腔镜器械镜头内部是由柱

状玻璃组合而成，极易破碎。若运输时与其他重器械放在一

起，由于互相碰撞可能造成镜头损坏。研究证明专用镜头保

护盒中软硅胶支架固定镜头能有效减少震动和碰撞对镜头

造成的损害，在运输过程中还需将镜头放平。在交接时需仔

细检查镜头性能，确认无误后才能进行清洗。范瑞娟 [8] 提

出，手术结束时医护人员需对腔镜器械进行预处理和清点，

将器械按照一定的顺序标注和归置，防止发生错误，对其进

行最小单位的组件拆卸，防止配件丢失；将配件统一收纳至

加盖密篮筐内。叶燕静 [9] 认为手术完成后，应由手术室护

士对使用后的器械进行清点，确认器械数量及性能无误并进

行登记。器械由专人送至消毒供应中心后由供应室护士根据

器械清单对器械进行检查，确认其数量、完整性和器械性能

是否完好。或手术结束后手术室护理人员与消毒供应中心护

理人员双人共同清点器械，并检查器械完整性。韩天红 [10] 

认为腔镜器械处理应该采用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由消毒供应

中心、护理部和医学工程部共同参与。对腔镜器械整个生命

周期负责，将腔镜器械的招标、采购、清洗消毒灭菌、科室

使用以及器械维修等纳入相关部门职责内。根据每件器械使

用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与其他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及时处理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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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洗方法
宋绪恒 [11] 认为腔镜在手工清洗时消毒常使用酸性氧化

电位水，而酸性氧化电位水对非不锈钢的金属具有较强的腐

蚀性 [12]。而且在使用酸性氧化电位水对器械进行消毒时必

须完全浸泡在液面以下，若器械未完全浸泡则暴露部位消毒

效果不佳，极易造成交叉感染。但减压沸腾清洗机清洗消毒

后器械消毒完全，不易产生感染 [13]。张伟 [14] 指出手工毛刷

清洗配合全自动器械机的处理方式能有效提高腔镜官腔器

械清洗质量，且对器械损伤较小。邵灵渊 [15] 研究表明采用

手工预洗配合脉动真空清洗机清洗后的腔镜器械和管理有

大幅提升，脉动真空清洗机采用水流对冲和蒸汽冲刷对腔镜

器械全面清洗，由于蒸汽在负压和加温的环境中不断产生，

不仅能减少腔镜器械表面的污渍，还能有效去除腔镜器械官

腔内的污染物，从而有效的提高腔镜器械的腔镜质量。

4 干燥方法
张云平 [16] 认为低温真空干燥柜对官腔器械的干燥效果

较好，不仅用时较短，干燥后水分残留明显少于普通热风干

燥柜。低温真空干燥柜在升温的同时降低舱内气压，不仅使

器械表面水分蒸发快，官腔内水分也能因为沸腾急速减少。

刘蔚 [17] 指出脉动真空清洗机的干燥过程是采用真空干燥及

热风干燥相结合的方法，能够保证彻底干燥，而全自动清洗

消毒机仅仅采用热风干。张萍 [18] 研究表明新型真空超声清

洗器清洗干燥后，器械表面、轴节齿槽以及管腔内部等，无

水份残留为干燥效果合格。

5 检查方法
张雯雯 [19] 认为腔镜器械在包装前应该仔细检查腔镜器

械清洗质量。检查时应使用光源放大镜检查清洗表面、关节

等部位是否有血渍、水垢等残留污渍及锈斑。若有污物残留

则说明不合格，若器械各部位光洁无污渍说明器械清洗质量

合格。林翠绒 [20] 在研究中使用杰力试纸对腔镜器械中残留

的水进行检测。使用纯化水滴在干燥后的腔镜器械上，等待

10~15s 后，再用杰力试纸吸取适量的腔镜器械上的纯化水，

观察杰力试纸颜色变化。若杰力试纸颜色变为不同程度的绿

色，则说明腔镜器械上检测部位有血污残留，检测不合格；

若杰力试纸颜色无变化，则说明腔镜器械上检测部位有血污

残留，检测合格。此外，还可以使用 ATP 荧光检测法检查

其清洁度。使用 ATP 荧光检测仪需遵循生产厂家说明书对清

洗效果进行评价，腔镜吸引器使用说明书上管腔器械标准≤ 

200 Ｒ LU 为清洗效果合格，腔镜血管钳内芯表面采用说明

书上表面器械标准≤ 150 Ｒ LU 为清洗效果合格。张伟认为

应当对器械中的管路进行必要的影像学检查而不能完全依赖

ATP 与蛋白检测。管道镜检查方式在国外已经应用，是一种

效果明确的管腔器械清洗效果影像学检查设备。丁莉认为在

检查包装环节若发现腔镜器械清洗质量不合格必须马上返

回去污区冲洗清洗，并且对清洗环节进行回溯，找出清洗不

合格原因，在日后的工作中重点加强，避免再次出现问题。

6 包装方法
黄巧玲认为严格的包装流程可避免由于包装不合格所引

发的感染。蒲连静认为在包装过程中，物品包装松紧度不适

宜或未严格执行一用一洗一消毒，可能导致医疗器械灭菌效

果受到影响。陈宁宁认为工作人员在包装前发现器械损坏

时，应及时维修或联系生产厂家，将完整且合格的器械完成

组装，包装前再次检查器械种类和数量，核对包装方法和灭

菌方法后，将器械放入专用器械盒内并进行固定后再进行包

装，并黏贴追溯标识。温小敏研究后发现在包装过程中使用

5S 管理法，通过对器械摆放位置固定等流程进行优化，不

仅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还能提升工作人员专业技能

和责任心。

7 灭菌方法
杜昱铿认为环氧乙烷是一种简单的环氧化合物，其灭菌

原理是利用其与微生物的蛋白质和遗传物质产生烷基化反

应，此种特性说明环氧乙烷基本不能与腔镜手术器械发生反

应，因此环氧乙烷灭菌基本不会损伤腔镜手术器械。除此之

外，环氧乙烷还具有极强的穿透能力，对于不耐湿、不耐热

的物品灭菌具有很大的优势。环氧乙烷在物品灭菌中应用广

泛，不仅镜头类可使用环氧乙烷灭菌，普通枪钳类也可以采

用该灭菌方式，就连大多数外来器械中的植入物也可以使用

环氧乙烷进行灭菌。但由于环氧乙烷毒性强，解析和通气时

间需要保证，所以该灭菌方式所用时间较长，医院无法高频

率地长期使用环氧乙烷进行灭菌。李新华认为高压蒸汽灭菌

法是利用高压下的高温饱和蒸汽杀灭微生物及其芽孢而达

到灭菌的一种方法。龚立认为若使用高压灭菌器对腔镜器械

进行灭菌，对腔镜器械中的关节部位、前端等有较大的影响，

因为高温灭菌时腔镜器械精细部位形变较大，待急速冷却时

该部位不能完全恢复原理的形状。姜皓认为高压灭菌毒方式

相比低温灭菌具有消毒时间短、经济成本低以及安全性较高

等优势，因此若无复杂部件或关节结构的器械时推荐此类灭

菌方法。龙婧认为低温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菌是利用等离子

态的过氧化氢具有强穿透性的特点，通过过氧化氢强氧化性

氧化细胞，使细胞无法生存。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过

氧化氢可对器械上塑料部分具有腐蚀性，使器械中手柄部分

发白。因此，器械上若有塑料部件时可选用其他灭菌方式进

行灭菌。若器械只含有金属部件时，可采用等离子灭菌方式

进行灭菌。此方法不但减少消毒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还

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腔镜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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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理方法
谢爱华认为应成立腔镜处理小组，固定负责腔镜器械回

收和清洗的工作人员，小组内的工作人员相互启发，这能够

充分调动所有工作人员参与到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中，从始

至终将提升腔镜器械清洗质量作为根本原则和目标，众人集

思广益，在激发工作热情的同时提高整体清洗质量。吴君认

为工作人员需具备相关专业职称，并确保其能够掌握工作所

需的专业性技能，定期开展培训，增强各个工作人员的实践

能。谢俊钦指出细节化消毒管理组通过学习其他医院经验、

参考相关研究及文献、综合本院以往经验等途径，制定符合

实际情况的细节化腔镜器械管理规范、操作流程、操作要求

等，并组织医护人员进行定期的集中学习，同时还需开展定

期的考核，考核结果直接纳入医护人员绩效考核中。丁莉认

为在以往的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上，对腔镜器械处理没有足够

的重视，品管圈和持续质量改进等方法进行的精细化管理的

开展，不仅能提高供应商人员的管理意识，还能让所有人员

明白精细化管理的意义和优势。通过人员不断的交流经验，

减少差错与不足，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叶宝凤认为管理者应

合理安排工作人员工作时间，避免护理人员因长时间工作，

过度劳累。合理的人员排班，能有效提高服务质量。护理管

理者应按照工作量弹性排班，评估不同时段、不同班次人力

情况，在手术量较大、集中回收处理护士工作负荷大时增加

人力。若科室人员不能满足需求时应及时向护理部申请人力

支援，以缓解高负荷的工作，减轻职业疲劳。尽可能包装工

作人员工作质量，减少差错的发生。

9 结语
消毒供应室是医院控制感染的主要部门，主要负责器械

清洗、消毒、灭菌以及手术器械供应等工作，消毒灭菌工作

对于患者生命安全具有更为直接、重要的影响。同时，随着

中国微创以及腔镜技术的快速发展，腔镜类手术已逐渐发展

为临床中常用术式，但其对器械精密度具有较高要求。大量

研究显示，院内感染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手术器械清洁灭

菌处理不达标，虽然相关制度中明确消毒工作统一规定与标

准，但仍有纰漏。医院管理者应实行科学化、规范化、标准

化的管理，并随着腔镜器械的更新、发展不断地完善改进管

理制度，以避免腔镜贵重器械不必要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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