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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腔镜器械两种清洗消毒灭菌方法效果观察 

曹青楠，洪 慧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分析手术室腔镜器械两种清洗消毒灭菌方法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24 年 1 月份至 2024 年 12
月份手术室内的 200 件腹腔镜器械进行研究，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为传统清洗和消毒，实验组为手

术室与供应室联合的一体化清洗消毒方式，分析两组清洗的效果，分析手术感染率。结果 两组通过不同的清洗

消毒灭菌方式后，实验组清洗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对比手术感染率，实验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
手术室腔镜器械选择人工清洗联合等离子灭菌的方式，可以提升清洗的效果，降低感染的风险，在保证清洗质量

的同时，满足了手术使用需求，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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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s of two clean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methods for laparoscopic instruments 

in operating 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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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wo clean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methods for endoscopic 
instruments in operating room. Methods 200 laparoscopic instruments in the operating room from January 2024 to 
Dec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aditional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integrated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operating room and supply room. The clean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and the surgical infection rate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he two groups through different clean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methods, the cleaning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surgical infection rat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hoice of manual cleaning combined with 
plasma sterilization for endoscopic instruments in the operating room can improve the cleaning effect,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meet the needs of surgical use while ensuring the cleaning quality, and is worth adv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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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医疗科技迅速发展，微创内镜技术在临床使

用率增加，内镜治疗可以减少对机体造成的创伤，当前

内镜种类的增加，用途也越为广泛。内镜的管道相对较

细，而且长，内镜的结构相对更为特殊，结构复杂程度

较高，加上内镜的精密度也较高，但内镜在使用后对清

洗、消毒以及灭菌的要求也更高。对于消毒供应中心而

言，清洗、消毒、灭菌作为消毒供应中心的重要内容，

器械清洗的效果，关系手术效果，为促进器械清洗效果

的提升，在提升灭菌质量的过程中，减少患者发生交叉

感染，我国对于清洗、消毒、灭菌有着严格的操作规范，

同时也要求医院严格执行[1]。但在实际工作当中的执行

效果欠佳。为有效地提升手术室腔镜器械的清洗质量，

本文就两种不同方式在清洗消毒灭菌的效果上进行讨

论，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时间范围为 2024 年 1 月份至 2024 年

12 月份，纳入器械的件数为 200 件，随机分成对照组

和实验组，每组 100 件器械，对照组包括关节镜 25 件；

脊柱后路镜器械 30 件；胸腔镜器械 20 件；膀胱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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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25 件；实验组包括关节镜 24 件；脊柱后路镜器械

29 件；胸腔镜器械 22 件；膀胱镜器械 25 件；患者表

面均呈现血变小或者斑点状污染，分析两组器械的一

般资料，并细划分析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传统器械清洗、消毒，手术室内的护理人

员，辅助人员，对器械清洗消毒，之后打包，与消毒供

应中心的工作人员交接，由其完成器械后续清洗和消毒。 
实验组为手术室与供应室联合一体化清洗消毒，

具体包括：（1）在手术室旁边建立超声清洗工作站和

打包站，建立器械程序化管理，依据工作站的具体情况，

确定缓冲区，设置独立的消毒灭菌环境，避免发生空气

对流，引发手术室空气污染，设备无菌室，提升器械消

毒和灭菌的效果，以满足医疗器械无菌条件存放[2]。（2）
建立手术室和供应室合作管理，实现供应室前移，手术

室和供应室对自身的工作内容进行调整，确定更为规

范的器械清洗消毒，制定更完善的清洗流程，质量评价，

依据相关规章，确定责任和分工[3]。（3）开展一体化

集中管理，对器械回收、清洗、消毒、分类、检查、包

装、灭菌、分发工作进行分工，手术室的人员在手术结

束后，及时在手术室对器械打包、清洗，之后清点、移

交，在手术室旁的工作站人员依据器械的个体差异，拆

卸精密度高的器械，进行最初清洗-酶洗-次清洗-干燥-

包装-灭菌。（4）对于需要回收灭菌的物质，应封闭该

类物品，依据器械使用期间的频次和周期，确定灭菌的

顺序，之后对器械进行分发[4-5]。（5）质量控制，正确

的掌握重要器械部位的清洗和保养，将手机与机洗相

联合，提升器械清洗质量，通过超声对器械进行初步清

洗，之后由人工完成二次清洗，清洗完成后，干燥、分

类，评估器械的清洁程度，一旦出现不合格的器械，再

次清洗，打包后再次灭菌。（6）器械监测，手术室护

理人员需要对已经清洗消毒完成后的器械提供抽查，

采样完成后分析有无不足之处，出现异常，及时与消毒

供应室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并对相关人员提供培训，给

予合理的指导，监测手术室器械清洗质量[6]。 
1.3 观察指标  
1.3.1 对比两组器械清洗合格率。 
1.3.2 评估两组腔镜手术感染率。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涉及到的计数用 n%表示，检验通过 χ2。

计量资料使用（x±s），检验通过 t，所有数据均通过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符合统计学意

义，可以进行研究。 
2 结果 
2.1 实验组器械的清洗合格率更高，p<0.05 
2.2 实验组感染率更低，p<0.05 

表 1  分析器械清洗的合格率[n（%）] 

组别 器械数量 合格数量 清洗合格率 

对照组 100 92 92.00% 

实验组 100 99 99.00% 

χ2   10.241 

p   0.002 

表 2  分析手术感染率[n（%）] 

组别 人数 感染人数 感染率 

对照组 100 3 3.00% 

实验组 100 0 0.00% 

χ2   4.718 

p   0.015 

 
3 讨论 
在自然界中，不论是空气、尘土或者飞沫或者物体

表面，均附着着大量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可以附着在

人体的表面，当机体需要进行手术、穿刺或者插管等入

侵操作时，若未及时防护，微生物可以通直接接触飞沫

或者空气，进入到伤口或者相关组织当中，导致机体发

生感染。无菌技术是通过有效的消毒、灭菌，严格对器

械进行管理，结合微生物对机体造成感染的途径开展

预防管理[7]。 
不论是传统手术或者内镜手术，均需要在无菌下

完成，内镜器械对器械的清洗以及消毒有着较高的要

求，在清洗和消毒器械时，选择含氯消毒液，有利于提

高器械清洗的质量，但氯离子会腐蚀器械，这也导致无

法选择含氯消毒液来消毒器械，故选择多酶清洗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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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和消毒器械，依据超声机的振动原理，促进溶解的

残留在器械表面的污渍脱落，再由人工完成器械的清

洗，将不易清洗的污渍有效的清除。使用内镜器械自动

清洗器，可以有效地节省人力，通过预处理后，使用多

酶清洗、多次的漂洗、表面润滑、消毒、干燥，但无法

有效将管腔内部的污渍清除，导致管腔的清洁难度增

加[8]。 
灭菌作为在杀灭物品一切活的微生物包括芽孢的

措施，依据高温、紫外线或者电离辐射的方式，进行处

理。手术器械的消毒方式为杀菌，电离辐射是对药物或

者一次性的医疗用品进行消毒，紫外线可以杀灭空气

当中的微生物。而化学类的消毒剂可以用于某些特殊

的手术器械的消毒，而这些化学类的消毒剂会对机体

正常组织造成损害，传统的腔镜器械灭菌多选择戊二

醛，该种方式灭菌的时间相对较长，而且细菌的阳性率

也较高[9]。 
对工作腔镜器械提供一体化的规范管理，从多角

度出发，改变原来的布局和流程，配备先进的技术、设

备，通过建立清洗工作站、独立的包装间，既有效地满

足了手术室的运转，同时也提高了腔镜的质量。为专职

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掌握清洗和消毒的目的，确定质

量、标准，完善器清洗消毒的合理管理。通过开展一体

化集中管理，对器械彻底涮洗，可以提高腔镜器械的清

洗质量，专职清洗的人员对器械进行拆解，可以降低有

机物残留的风险，对器械将机洗与手洗的联合方式，可

以完善器械的灭菌处理，提升清洁的效果[10]。因手术

室内腹腔器械材质、构造差异较大，故依据器械的特点，

对器械进行有效的处理，若器械耐高温、高压时，通过

高压进行灭菌，对于不耐高温的器械，选择环氧乙烷、

氧化氢进行等离子灭菌管理。对器械清洗提供质量管

理，需要负责清洗的专职人员或者手术室内的工作人

员对不同器械进行清洗，并记录清洁度，通过实验室抽

样检查，以提升清洗质量，从多个环节以及角度加强监

督以及管理。常规的环氧乙烷低温灭菌法，在医疗器械

的消毒当中应用较为广泛，其灭菌机制为一种广谱的

杀菌剂，可以有效地破坏细菌的生命活动，可以收到较

佳的灭菌效果。而且其穿透力较强，不会过多的损伤物

品，而且在物品当中可以长时间保存，价格相对较为便

宜，杀菌的效果较为突出。 
  综上所述，对于手术室腔镜器械在清洗消毒的

过程中，使用一体化的清洗消毒模式，充分地利用了供

应室的资源，完善相互监督的过程，使得器械得到良好

的保存，提升了器械的清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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