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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是指用水和去污剂或酶去除物体上的外来

物#如污物&有机物等$'由于残留在器械表面的有机

物和无机物会对高水平消毒和灭菌过程产生影响%所

以在此之前需要彻底地清洁'如果等到残留在器械

上的污染物变干或变硬%清理起来就会更困难%并且

可能使消毒或灭菌达不到预期效果'为防止外科器

材上的血迹变干%应该先预泡或稍作冲洗%这样就能

避免血迹变干而有利于清除'手工清洗主要用于没

有清洗机#超声清洗机&清洗消毒机$的现场&易碎或

清洗困难的器材的清洗'人工清洗主要包括摩擦和

射流
!

个基本原理'摩擦#如擦拭-用刷子刷洗脏的

部位$是一个传统和可靠的方法,射流技术#即高压流

体$用于刷洗后从内部冲洗去除污物和碎屑%或由于

设计原因刷子无法清理的通道的清洁'当使用清洗

消毒机时%应该拆开部件%衔接部分应当充分打开%以

便洗涤剂充分接触,避免叠积接触,各个部件应尽可

能拆开洗'

最为常见的自动清洗机有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灭

菌机&清洗消毒机以及清洗去污机'超声波清洗机去

除污物是利用空化和内爆使水溶液中产生声能%以破

坏黏结物和表面颗粒凝结物'细菌污染物可以出现

在用过的超声清洗液#和其他使用过的去污溶液$中%

因为这些清洗溶液一般无抗菌作用'尽管单独使用

超声波并不能明显灭活细菌%但可协同增加消毒剂的

杀菌效果'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应当注意*清洗液可能

会导致外科器械被内毒素污染%从而引起严重的炎症

反应'清洗灭菌机是改进了的蒸汽灭菌机%清洁过程

是在内室中注入水和洗涤剂%利用蒸汽提供搅拌%器

械随后被冲洗并经过短程的蒸汽灭菌循环'另一种

清洗灭菌机是采用旋喷手臂式清洗%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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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灭菌周期灭菌'清洗消毒机像一台洗碗机%使用循

环水和洗涤剂的合力去除污物%这些装置有时还有一

个加热的过程#如
#)K&"#%)

$'清洗消毒机一般由

计算机控制%包括清洁&消毒&干燥医疗设备'在一项

研究中%当清洗对象的表面能充分地与清洗机中的水

流接触时%就可以取得清洗效果#如微生物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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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组织和有关书籍提供了关于清洁和

终末灭菌前期准备的详细信息'研究表明%人工和机

械清洗内镜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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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微生物%因此清洁就能有

效地降低器械的微生物污染量'对手术器械残留蛋

白污染的定量分析发现%

%

盘手术器械的蛋白污染量

平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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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

残留蛋白的定量分析发现来源于不同医院的清洗后的

手术器械%其蛋白残余量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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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当对手工

清洗和自动清洗用于微创手术重复使用辅助设备的清

洗效果进行比较时%发现自动清洗方法能更有效地清

洁活检钳和装有气门或没有气门的腹腔镜%污染指标

#即蛋白&碳水化合物&血红蛋白$能减少
##H

以上'

器械清洁时通常采用
:

8

值为中性或近似中性

的洗涤剂溶液%因为这种
:

8

值的溶液有更好的物质

相容性和良好的去污性'酶%通常是蛋白酶%有时被

添加至中性
:

8

值溶液中帮助去除有机物'含酶溶

液能分解血液&脓液等大部分由蛋白质组成的污物'

清洗液还可以包含脂肪酶#作用于脂肪的酶$和淀粉

酶#作用于淀粉的酶$'酶清洗剂不是消毒剂%而且消

毒剂会使蛋白酶失去活性'如同所有的化学物%残留

在器械上的酶也应该被清除干净%否则可能会产生不

良反应#如发热$'酶溶液应按照生产商的说明书使

用%包括适当的稀释和接触时间'酶溶液可能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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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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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消毒供应中心与临床科室沟通记录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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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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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对供应室意见#条$

(, ((

供应室对临床意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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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意见内容
&0

物品收送时间

!0

小器械的交接

)0

再生口腔检查器械的使用及运作

(0

器械的清洁度及可用性

%0

对科室要求较急的物品能及时灭菌送回科室

'0

贮槽盛放纱布块问题

+0

回收拔牙器械包内杂物多

&0

牙科手机垫圈问题

!0

牙科手机机头上针孔处干涩无油

)0

再生口腔检查器械可用性问题%口镜头模糊不清

(0

牙科手机塑封袋爆袋&拔牙器械包错包现象多

主要改进措施
&0

调整收送时间%保证临床需求

!0

设计小器械交接单%单随物移%完善交接%痕迹

记录%筹码管理%以篮筐为单位转运

)0

改进再生口腔检查器械的包装

(0

改进洗涤方法*人工.机器.人工,封装前认真

检查%把好环节质量关

%0

改用小包装

'0

与临床护士长联系%对使用后器械进行分检

&0

增加备用垫圈%加强检查%无垫圈手机不封装

!0

牙科手机上针孔处每次采用喷罐式人工注油

)0

擦拭器械时加强检查%及时更换可用性差的器械及

模糊口镜头

(0

强调封装温度&距离%加强检查

%0

加强对实习同学的管理%加强核查%设立备包人&查

包人%完善环节流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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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沟通机制前后临床科室平均满意度情况

调查总票数 满意票数 平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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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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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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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消毒供应中心服务对象是各临床科室%其灭菌

物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安危!

!

"

'通过沟通改进

了服务态度%持续提高了质量%树立了良好的科室形

象%充分发挥了消毒供应中心灭菌物品支持系统的

保障供应作用%做到灭菌物品全程质量安全使用'

表
!

显示%建立沟通机制后临床科室的满意度

明显提高'通过沟通%消毒供应中心能更全面了解

临床科室的要求%包括发放物品质量&下收下送物品

时情况和突发情况的处理等%方便临床工作的开展'

在沟通过程中%根据自身的专业特点为临床提

出意见和建议%知识共享%相互监督&促进%共同把好

灭菌物品质量关'消毒供应中心与临床科室的良好

沟通是预防和减少医院感染的重要环节%而且可使

灭菌物品的供需达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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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哮喘或其他过敏症状'中性
:

8

值含酶洗涤

液因能与金属和其他材料的医疗器械相容%是清洁精

密医疗器械的最好选择%尤其适用于纤维内镜'

碱性的清洗剂也用于清洁医疗设备%因为它们能

有效地溶解蛋白质和脂肪残留%但有腐蚀性'一些数

据表明%含酶清洗剂比中性清洗剂在消除物体表面的

微生物方面更有效'但最近
!

项以上研究发现%含酶

清洗剂和碱性清洗剂的差别并不明显'另一项研究

发现酶和非酶清洗剂清除微生物的效果无明显差异'

一种新的以过氧化氢为基础的非酶化合物#美国

Q3F

未批准$与酶清洗剂一样能有效清除测试物表

面的蛋白质&血液&碳水化合物&内毒素'此外%该产

品在室温下作用
)#%)

%能有效减少
&"

% 微生物负载'

尽管高水平消毒和灭菌的效用取决于清洁%但在

临床缺乏检查清洁效果的0实时1试验'如果这种试

验可以商业化%则可用来确保适当的清洁水平'确保

适当清洁的唯一途径是引入再处理确认试验#如微生

物采样$%但并不常规推荐'在实验室评价清洁效果

可以采用微生物检测&化学检测有机物污染&放射核

素标记和化学检测特殊离子等方法'过去几年中%已

经发表的资料显示%已使用人造污物&蛋白质&内毒素&

X

射线造影剂&血液来评价手动或自动清洗过程%用三

磷酸腺苷生物发光法和微生物采样方法评估环境表面

的清洁度'清洁的最低要求是所有器材应逐个检查明

显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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