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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消化内镜清洗消毒流程优化在消化科感染防控中的应用%方法
!

对该院于
!%".

年
6

月至
!%"-

年
6

月

消化内科中消化内镜清洗消毒流程的改进情况作回顾性分析%结果
!

改进前消化道内镜&活检钳的合格率分别为
$$#%\

&

&!#%\

!改进后消化道内镜&活检钳的合格率分别为
L$#%\

&

"%%#%\

!改进后合格率明显高于改进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改进前医源性感染率为
""#'$\

!改进后医源性感染率为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加强对消化内

镜清洗消毒流程的改进!不仅能够提高消化内镜&活检钳清洗消毒合格率!还能够降低医源性感染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消化内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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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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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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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

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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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镜诊疗技术的发展#消化内镜逐渐广泛应用于消化

内科诊疗#在提高临床诊断率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5!

(

)临

床必须探究更有效的消化内镜清洗消毒方法#以降低医源性感

染的概率)本研究对本院消化内镜清洗消毒流程的改进方法

以及临床应用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6

月至
!%"-

年
6

月本院共有消化内

镜清洗室
.

间#内镜清洗人员
"%

名#均为女性#年龄为
!'

!

'$

岁#平均$

.-#!$M!#""

&岁#学历!大专
$

名#本科
'

名)

$#/

!

方法

$#/#$

!

消化内镜清洗消毒流程
!

$

"

&消化内镜送至清洗室后#

先将多酶洗液置入仪器的管腔内#静置
"%G9:

后清洗管腔)将

消化内镜置入多酶洗液中浸泡#

"%G9:

后清洗管壁)$

!

&清洗结

束后#取
!%%%GU

流动水冲洗消化内镜#并使用纱布吸干管腔

外壁水渍#管腔内壁可利用电吹风吹干)$

.

&利用戊二醛对消化

内镜行消毒处理#消毒前应先检查消毒液质量#若存在质量问题

则不予以使用)消化内镜清洗消毒完毕后#对清洗池进行消毒)

$

'

&将
"%GU

缓冲剂注入管腔内#再取无菌试管盛接缓冲剂#及

时送检#了解管腔内细菌量)若细菌检测结果显示#每件消化内

镜所含细菌总数低于
!%)1S

#则提示清洗消毒质量达标'

.5'

(

)

$#/#/

!

内镜附近清洗消毒流程
!

$

"

&活检钳送至清洗室后#先

清除活检钳表面的污渍#利用毛刷刷洗活检钳外部%$

!

&将多酶

洗液置入仪器中#冲洗活检钳#合理控制冲洗时间%$

.

&利用戊

二醛法对活检钳进行消毒#并使用清水冲洗#取无菌纱布吸干

表面水渍%$

'

&将采样液涂至仪器表面#并使用棉签提出采样液

送检#若细菌检测结果显示细菌总数低于
!%)1S

#则提示清洗

消毒质量达标%$

-

&将达标活检钳送至供应室包装'

-5$

(

)

$#'

!

观察指标
!

$

"

&抽取清洗消毒流程改进前后消化道内镜*

活检钳各
-%

件#分析清洗消毒的合格率%$

!

&抽取清洗消毒流

程改进前后消化内科收治的患者各
$.

例#了解其医源性感染

的检出率)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行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消毒清洗的合格率
!

改进前消化道内镜*活检钳的合格

率分别为
$$#%\

*

&!#%\

%改进后消化道内镜*活检钳的合格

率分别为
L$#%\

*

"%%#%\

#改进后合格率明显高于改进前#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医源性感染情况
!

改进前
$.

例患者中#

""

例出现医源

性感染#感染率为
""#'$\

%改进后
$.

例患者中#

!

例出现医源

性感染#感染率为
.#"&\

#改进后医源性感染的检出率低于改

进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4$#6'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L

月第
".

卷第
"-

期
!

U@/Q<I)C9:

!

+K

?

K=>!%"$

!

V8C#".

!

W8#"-



表
"

!!

清洗消毒流程改进前后消化道内镜#活检钳的合格率

时间
消化道内镜

件数$

,

&合格数$

,

&合格率$

\

&

活检钳

件数$

,

&合格数$

,

&合格率$

\

&

改进前
-% .. $$#% -% .$ &!#%

改进后
-% '. L$#% -% -% "%%#%

!

!

-#'L $#!&

!

$

%#%-

$

%#%-

'

!

讨
!!

论

!!

随着消化内镜应用频率的增多#临床上医源性感染的报道

也呈上升趋势)有学者指出#唾液是乙型肝炎病毒$

(NV

&*梅

毒$

72

&*艾滋病病毒$

(RV

&等感染的重要途径之一#若内镜清

洗消毒不彻底#很容易导致就诊患者出现疾病感染#降低其预

后生活质量'

&5L

(

)因此#临床必须基于传统消化内镜清洗消毒

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达到提高消化内镜

清洗消毒合格率的目的)由于消化内科疾病较为复杂#若消化

内镜未行彻底消毒#会造成患者感染多种细菌和病毒#例如幽

门螺杆菌$

(

D

&*

(NV

*丙型肝炎病毒$

()V

&等#增加医患纠纷

的发生概率'

65"%

(

)有学者指出#内镜的材质较为特殊#对高温*

高压环境的耐受性较差#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清洗难度'

""5"!

(

)

本组研究中#改进后消化内镜*活检钳的合格率均高于改

进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笔者对该原因进行深

入分析#发现改进后清洗消毒流程主要通过延长消化内镜在多

酶洗液中的浸泡时间#达到清除仪器表面细菌的目的)清洗消

毒完毕后#先利用清水冲洗#再取无菌纱布和电吹风去除内镜

表面水渍#该方式可充分保证消化内镜清洗消毒的质量)此

外#单件仪器处理完毕后#对清洗池行消毒处理#能够减少其表

面的细菌总数)同时#本院对活检钳清洗消毒完毕后进行包

装#该方式可延长其保存周期'

".5"'

(

)本组研究中#改进前医源

性感染检出率高于改进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有学者指出#加强对消化内镜清洗消毒质量的管理#能够提高

其在临床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

(

#笔者研究结果与其相符)

综上所述#加强消化内镜清洗消毒流程的改进#不仅可以

提高消化内镜*活检钳的清洗消毒质量#还能避免患者出现医

源性感染#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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