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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并进行评价&期间共做
GI

试验
+!!

次%合格

+&"

次%合格率
'#-"%A

&不合格原因为设备故障
)

次'真空系统故障)自控系统失灵)柜室封闭性受损)室内疏水

阀锈蚀各
&

次(技术因素
#

次'

GI

测试包透气性能不良
(

次%标准测试包不标准
!

次%标准包测试包扎过紧)温度

设定不正确)蒸汽过湿各
&

次&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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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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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压力蒸汽灭菌(供应室技术(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

G

!!

!文章编号"

!

&+%&$'+(#

#

!""'

$

"!$"&(&$"!

!!

GI

试验是英国科学家布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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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同发明%专用于判别预真空#脉

动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室内冷空气排除效果的化

学检测&为了提高
GI

试验的成功率%保证灭菌安

全%笔者对本院
GI

试验结果进行监测分析%现报告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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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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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动真空灭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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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东新华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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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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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纯棉布治疗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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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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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包%将
GI

测

试纸放于布巾中央%双层包布包裹后用化学指示胶

带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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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按照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0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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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天灭菌前必须空锅进行
GI

试验&将
GI

试验包水

平置于灭菌器内灭菌柜的前底层%靠近柜门与排气

口底前方%连续抽真空
(

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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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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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
!

指示图颜色变黑)清晰)均匀一致%

为试验结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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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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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

次%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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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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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的原因为

设备故障
)

次%技术因素
#

次%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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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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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不合格原因

因素
!!

内容 次数

设备 真空系统故障
&

自控系统失灵
&

柜室封闭性受损
&

室内疏水阀锈蚀
&

技术
GI

测试包透气性能不良
(

标准测试包不标准
!

标准包测试包扎过紧
&

温度设定不正确
&

蒸汽过湿
&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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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GI

试验合格只能说明灭菌器内不存在冷空气

团%不能表达灭菌合格%更不能代替生物监测&

GI

试验不合格原因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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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因素
!

)

次'#

&

$真空系统故障%灭菌时真

空泵不能使柜内达到要求真空的程度(#

!

$自控系统

失灵%抽真空时间缩短%不利于冷空气排出(#

(

$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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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灌洗治疗
!

对于

肺部感染严重者%我们采取经由气管切开处进行纤

维支气管镜支气管灌洗治疗%并直接留取痰液标本

做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根据已有的药敏结果%选用

抗菌药物溶液进行灌洗治疗%效果满意&相关报

道!

)

"也证实了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灌洗对肺部感染

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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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营养支持和代谢调理
!

重型颅脑损伤

后机体处于高代谢状态%分解代谢增加%合成受限%

如营养供给不足%容易出现低蛋白血症%导致机体免

疫力下降%增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合理的

营养支持和机体免疫力的提高是预防和控制肺部感

染的关键&由于创伤应激后机体出现的急性相反应

与自身相食现象!

*

"

%使单纯的营养支持难以达到理

想效果&重组人生长激素具有代谢调理作用%在营

养支持的基础上加用重组人生长激素%可促进机体

蛋白合成%抑制创伤后高分解状态%提高营养物质的

转换率%改善患者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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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排痰机排痰
!

有效排痰是预防和治疗肺

部感染的一个重要措施&传统的手法叩背排痰是通

过叩背时产生气流振动和咳嗽%使附着在肺泡周围

或支气管壁的痰液脱落而被咳出%其叩击频率和力

度不易掌握%对昏迷患者排痰效果有限%也增加了护

士工作量!

%

"

&应用振动排痰机排痰%与手法叩背排

痰相比%排痰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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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性受损)管道漏气%不能保持有效的负压(#

)

$空

气起始温度低%室内疏水阀锈蚀%升温时间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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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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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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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测试包透气性能不良

#

(

次$%未做到每次测试后或新棉布使用前清洗%布

巾重复使用次数过多%通气性差(#

!

$标准测试包不

标准#

!

次$%不符合规定的大小(#

(

$标准包测试包

扎过紧#

&

次$%影响蒸汽穿透(#

)

$温度设定不正确

#

&

次$%

GI

试验温度为
&()X

%过高或过低均可使

测试失败(#

*

$蒸汽过湿#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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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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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责任心%加强学习%提高对高压灭菌重

要性的认识(消毒员必须经过培训%取得上岗证%正

确规范
GI

试验检测&

(-(-!

!

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对灭菌器的工艺流程监

测及日常维护%每月定期进行检修并记录%确保设备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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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一旦不合格%须反复查找原因%排

除故障%直至重新进行的
GI

试验结果合格为止&

同时%增加生物监测和无菌物品监测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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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GI

试验包的规范制作是保证
GI

试验

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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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每次测试后或新棉布使用前清

洗%布巾反复使用次数控制在
("

次左右%保持良好

的通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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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一次性
GI

试验包%可杜绝很多技术因素造成的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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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认识的提高%设备维护的加强%严格控制技

术因素%现
GI

试验合格率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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