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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将
%

条纯棉浴巾代替以往使用的纯棉布大被套叠成
&"+#-!*+#-!*+#

的测试包进行
R"G

试验%

R"

G

测试纸放于测试包中间%外用纯棉布包裹%封口用化学指示胶带固定&改进
R"G

包后的
R"G

试验合格率为

(&,""V

%明显高于改进前的
#!,""V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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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改用浴巾做
R"G

包不失为一种价廉物美'行之有

效的检测方法&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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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

词"

!

R"G

包)纯棉浴巾)压力蒸汽灭菌器)灭菌质量)供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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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是专用于预真空和脉动真空压力蒸汽

灭菌器冷空气排除效果的试验&在实际的
R"G

测

试工作中%不合格结果的次数明显多于灭菌器故障

的次数%有时确定灭菌器无故障其
R"G

试验也仍然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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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自
!"")

年
*

月
'&

日开始使用脉动真空压

力蒸汽灭菌器%以国内医院普遍采用的自制测试包

检测%即用纯棉大被套叠成
&"+#-!*+#-!*+#

测试包&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排除了各种影响
R"

G

试验的因素后%至
!""+

年
)

月
!'

日%合格率不尽

人意&自
!""+

年
)

月
!*

日改用
'""V

纯棉浴巾做

R"G

包后%解决了这一难题%消除了实际工作中的一

些困惑%现总结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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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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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机动门脉动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
'

台

#武汉市江汉医疗制药设备制造公司制药设备厂$%

产品编号
R!I&&'+

%型号
;X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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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纸#

&;

公司$)改进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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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棉布大被套叠

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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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试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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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进后用
'""V

纯棉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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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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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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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严格按
R"G

试验程序操作&将
%

条纯

棉浴巾叠成
&"+#-!*+#-!*+#

的测试包%

R"G

测试纸置于测试包中间%外用纯棉布包裹%封口用化

学指示胶带固定&

R"G

测试包水平置于灭菌柜内灭

菌器的前底层%靠近柜门与排气口底前方)柜内除测

试包外无任何物品&脉动
&

次%

'&)U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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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

&

)#%(

%干燥
)#%(

后%

R"G

测试纸由原来的浅黄色变为均匀一致的黑色%

R"G

试验结果为合格&反之%热敏指示图变色不均匀%测

试纸中央或边缘不变色%试验结果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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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灭菌器有冷空气残留%需检查
R"G

测试失败的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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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蒸汽灭菌效能监测
!

严格按卫生部-消毒

技术规范.#

!""!

版$要求进行压力蒸汽灭菌效能监

测%经化学'生物监测及无菌检验%均达到无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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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自
!""*

年
)

月
!+

日开始统计用纯棉布大被套

做
R"G

包进行的
R"G

试验%其合格率为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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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改用纯棉浴巾做
R"G

包后%

R"G

试验合格率上升至
(&,""V

)两合格率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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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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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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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测试包改进前后试验结果比较

合格#次$ 不合格#次$ 合计#次$ 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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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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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后
(& %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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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R"G

试验包的测试有利于控制医院灭菌物品

的灭菌质量&医院自行制作的
R"G

标准包的质量

十分重要!

)

"

&

R"G

试验的假合格结果更易导致医

院感染的发生)

R"G

试验的条件和结果应妥善记录

和保存%以备前后对比%寻找出现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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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巾结构特殊%折叠后与布巾比较%相同的体积

其内部比较疏松&经
&

次脉动后%浴巾不会像布一

样互相压紧%其纱与纱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蒸汽容

易穿透%且浴巾经清洗后可很快恢复原来的蓬松%克

服了棉布的许多不足&布巾经多次测试后%布与布

之间受高热蒸汽的影响%纤维老化'收缩'互相压紧%

会使蒸汽不容易穿透%影响潜伏热的释放%从而影响

R"G

试验结果的判断&

灭菌器故障并不是导致
R"G

试验阳性结果的

主要原因%人为因素才是
R"G

测试不合格结果产

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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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R"G

试验中应注意(#

'

$加

强对技术操作规范的管理%消毒员应加强业务学

习%正确把握
R"G

试验规范标准%严密观察各种仪

表的变化%及时发现问题&#

!

$医院应加强对锅炉

工的管理%保证蒸汽压力的稳定性&#

&

$如果不是

每天消毒%且停气超过
!<

%再次使用时%应将送气

管道内的冷空气进行排气处理&#

)

$对真空泵功

能下降的灭菌器%可增加抽空次数%提高空气排除

率&#

*

$将柜室空气预热%可减少试验包中空气气

团的出现&#

+

$完善设备的维护与保养制度%正确

维护'保养'检测灭菌器%对灭菌器应每月检修
'

次%并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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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阳性结果相

关因素分析及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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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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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常见技术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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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阳性结果的分析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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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思维能力以及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另外%保洁

公司更换人员时%一定要与感染管理科和护理部联

系%以便及时对新上岗人员进行医院感染知识培训&

#

)

$督促工勤人员掌握正确的洗手方法&本调查结

果显示%工勤人员对及时正确地洗手意识很差%他们

往往只在下班前洗手%而在接触患者及污物后不能

及时更换手套和洗手&曾有报道!

'

"

%医务人员接触

污染物或患者后%未洗手者的带菌率达
'""V

&因

此%他们即成为细菌传播的主要媒介&感染管理科

必须对工勤人员多加培训和考核%按六步洗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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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病区及各工作场所随时进行示范操作%经常对他

们的手进行细菌学检测并做洗手前后的检测对比%

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洗手的重要性&

加强医院工勤人员对医院感染的防护意识%关

系到其自身及医患人员的健康问题&医院感染控制

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所医院的医疗质量&

要做好此项工作%需要医院每一位员工的共同参与%

尤其是工勤人员的消毒隔离及自我防护意识等%使

他们在控制医院感染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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