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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重庆市
$#

个区县各级医疗机构消毒灭菌工作现状!指导医疗机构规范消毒管理工作和提高消毒灭菌工

作质量!督促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加强医疗机构消毒质量监测工作$方法
!

采用现场调查及现场采样检测方法!对重庆市
$#

个区县各级医疗机构的消毒质量进行监测与汇总分析$结果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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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县各级医疗机构共采样
!3"%#

件!总体平均合格率

+$2$i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合格率由高到低为村卫生室"

+72)i

#'城镇社区医疗机构"

+727i

#'区县级医疗机构"

+72%i

#'个体

诊所"

+$2)i

#'民营医院"

+#2+i

#'乡镇"街道#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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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别的医疗机构监测结果合格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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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项目中合格率最低的是紫外线灯辐照强度"

"!23i

#!其次是室内空气"

3#2*i

#!不同项目监测合

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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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论
!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消毒质量总体较好!但对村卫生室的监测覆盖面

不足!紫外线灯强度等个别监测项目有待加强监测$

关键词"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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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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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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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消毒与灭菌是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要措施#而医

疗机构的消毒质量监测是评价医院消毒与灭菌工作的重要依

据#对及时发现医院感染控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规范消毒管

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

'为了解重庆市各区县医疗机

构消毒与灭菌工作现状#指导区县疾控中心作好监测工作#规

范医疗机构的消毒管理工作#本课题组对
!#%*

年重庆市
$#

个

区县医疗机构消毒质量的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监测对象为重庆市
$#

个区县不同层次的医

疗机构#共分以下
7

类!区县级医疗机构$简称区县级%(乡镇及

街道医疗机构$简称乡镇级%(城镇社区医疗机构$简称城镇

级%(村卫生室(个体诊所(民营医院'监测内容主要是手术室(

5(1

(产房(血透室(内镜室(口腔科和供应室等重点科室的室

内空气(物体表面(使用中消毒液(医护人员手(内窥镜(透析用

水(一次性卫生用品(一次性医疗用品(医院污水(沙门氏菌(紫

外线灯强度'

@2A

!

方法
!

采集时间选择在消毒之后与从事医疗活动之前采

样'采样和检测方法及结果评价均按照.消毒技术规范/$

!##!

年版%和.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B,%"+3!6!#%!

%等相关规定执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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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室内空气!采用平板暴露法布点#室内面积
)

$#M

!

#设

$

点&室内面积
%

$#M

! 设
"

点$洁净手术室参照
B,"#$$$

.医

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布点%&$

!

%物体表面!对

潜在污染区或污染区物体表面进行消毒后采样&$

$

%医务人员

手!对医护人员采取手卫生后#在接触患者或从事医疗活动之

前采样&$

*

%使用中消毒液检测!取
%M-

被检消毒液#加入
+

M-

相应中和剂试管内混匀#取混合液
%M-

接种平皿)

!

*

&$

"

%

内镜!取清洗消毒后内镜#采用无菌注射器抽取含相应中和剂

的洗脱液#从活检口注入冲洗内镜管路#并全量收集送检#进行

菌落计数检测)

$

*

&$

7

%血液透析用水!按
cc#")!6!##"

.血液透

析和相关治疗用水/进行细菌总数检测&$

)

%一次性卫生用品

$主要指一次性棉签(口罩(帽子等%!进行细菌(大肠菌群(真菌

和致病性化脓菌检测)

*

*

&$

3

%一次性医疗用品$主要指一次性输

血器(输液器(注射器等%!在
%##

级洁净实验室内进行无菌检

查和内毒素检查)

"

*

&$

+

%压力蒸汽灭菌器检测!用嗜热脂肪杆菌

芽孢菌片进行生物监测&$

%#

%医院污水!进行粪大肠菌群(沙门

氏菌和志贺氏菌检测)

7

*

&$

%%

%紫外线灯强度!用经过标定的紫

外线强度仪#在距
$#W

直管紫外线灯中央垂直
%M

处测紫外

线辐照度值)

)

*

'

@2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频数描述和
!

!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2@

!

总体情况
!

$#

个区县全年共采样监测标本数为
!3"%#

件#合格
!77#7

件#总体合格率为
+$2$i

'

$#

个区县中有
!7

个区县$

772)i

%对区县级医疗机构开展了监测#监测总体覆盖

率最高&仅有
%#

个区县$

!"27i

%对村卫生室开展了监测#其监

测总体覆盖率为最低#见表
%

'从监测对象覆盖的层次来看#

$#

个区县中对区县级和乡镇级医疗机构开展监测的区县数相

对较多#分别有
!7

个和
!"

个#占
372)i

和
3$2$i

&对村卫生室

开展监测的区县数最少#占
$$2$i

#见表
%

'从监测项目开展

情况看!对物体表面(室内空气(医护人员手开展监测的区县较

多#分别为
!7

个(

!"

个(

!*

个#占开展监测区县数的
372)i

(

3$2$i

和
3#i

&开展紫外线灯强度监测的区县最少#只有
!

个

区县#仅为开展监测区县数的
72)i

&一次性卫生用品(内窥

镜(沙门氏菌和透析用水这
*

个项目开展的区县数也较少#均

不足
%#

个&而重点监测项目压力蒸汽灭菌器也仅有
%#

个区县

开展#占开展监测的区县数的
$$2$i

#见表
!

'

表
%

!!

$#

个区县监测单位总体覆盖情况

不同类别医疗机构 开展监测的区县数$

&

% 所占比例$

i

%

区县级
!7 372)

乡镇级
!" 3$2$

城镇级
%7 "$2$

村卫生室
%# $$2$

个体诊所
%3 7#2#

民营医院
!! )$2$

A2A

!

监测结果合格情况
!

不同类别医疗机构监测合格情况见

表
$

'

7

类医疗机构监测项目合格率由高至低依次为!村卫生

室$合格率
+72)i

%(城镇级$合格率
+727i

%(区县级$合格率

+72%i

%(个体诊所 $合格率
+$2)i

%(民营医院 $合格率

+#2+i

%(乡镇级$合格率
372"i

%#见表
$

'对监测结果经统计

学分析发现#不同类别的医疗机构监测结果合格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k77723*

#

!

$

#2#%

%'

表
!

!!

$#

个区县监测项目开展情况

监测项目 开展该项目的区县数$

&

% 所占比例$

i

%

空气
!" 3$2$

物体表面
!7 372)

医护人员手
!* 3#2#

使用中消毒剂
!! )$2$

压力蒸汽灭菌器
%# $$2$

内窥镜
7 !#2#

透析用水
) !$2$

一次性卫生用品
" %72)

一次性医疗用品
%" "#2#

医院污水
%! *#2#

沙门菌
) !$2$

紫外线灯强度
! 72)

表
$

!!

不同类别医疗机构监测结果

不同类别医疗机构 监测样本数$

&

% 合格数$

&

% 合格率$

i

%

区县级
*3*3 *7"+ +72%

乡镇级
""$* *)3) 372"

城镇级
%!#+ %%73 +727

A2B

!

不同监测项目合格情况
!

%!

类监测项目中#对物体表面

和使用中消毒剂的监测标本数较多#分别为
3)7"

件和
3%)*

件#对内窥镜和透析用水监测标本数较少#仅为
$%

件和
!7

件&

其中内窥镜和沙门氏菌合格率最高$

%##2#i

%&其次是一次性

卫生用品#合格率为
++2+i

&合格率最低的是紫外线灯强度#

合格率仅为
"!23i

#见表
*

'对
%!

类监测项目的合格率经统

计学分析发现!不同项目监测合格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k%)#723%

#

!

$

#2#%

%'

表
*

!!

不同监测项目的监测标本件数及合格情况

监测项目 监测标本数$

&

% 合格数$

&

% 合格率$

i

%

室内空气
$!!$ !"+# 3#2*

物体表面
"!3* *33) +!2"

医护人员手
"#$# *7)3 +$2#

使用中消毒剂
3%)* 3#%# +32#

压力蒸汽灭菌器
%77) %")3 +*2)

内窥镜
$% $% %##2#

透析用水
!7 !* +!2$

一次性卫生用品
%7%3 %7%7 ++2+

一次性医疗用品
!"!! !$+% +*23

医院污水
""! *3" 3)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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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不同监测项目的监测样本件数及合格情况

监测项目 监测样本数$

&

% 合格数$

&

% 合格率$

i

%

沙门氏菌
!*% !*% %##2#

紫外线灯强度
%*! )" "!23

A2B2B

!

不同类别医疗机构中不同项目合格情况
!

不同类别医

疗机构中各监测项目的合格情况!区县级医疗机构的内窥镜(

一次性卫生用品和沙门氏菌合格率均为
%##2#i

#紫外线强度

合格率最低#为
7%2+i

&乡镇级医疗机构的一次性卫生用品(

沙门氏菌的合格率为
%##2#i

#内窥镜和透析用水的合格率也

为
%##2#i

$但因采样数量太少#意义不大%#紫外线灯强度的

合格率$

"#i

%为最低#室内空气的合格率$

7$2$i

%也相对较

低&城镇级医疗机构的医院污水和沙门氏菌的合格率$均为

))23i

%相对最低&村卫生室的室内空气合格率$

332"i

%相对

其他项目为最低&个体诊所的室内空气合格率$

7"27i

%相对较

低(紫外线强度合格率$

*#i

%为最低&民营医院合格率最低的

项目为紫外线灯强度$

")2%i

%'见表
"

'

表
"

!!

不同类别医疗机构中各监测项目合格情况

监测项目
区县级

监测数$

&

%合格率$

i

%

乡镇级

监测数$

&

%合格率$

i

%

城镇级

监测数$

&

%合格率$

i

%

村卫生室

监测数$

&

%合格率$

i

%

个体诊所

监测数$

&

%合格率$

i

%

民营医院

监测数$

&

%合格率$

i

%

室内空气
%#"* +*23 %##) 7$2$ )* +"2+ $+! 332" %3$ 7"27 "%$ 3%2%

物体表面
+37 +)2$ %%3# 3)2" !!# +723 3$$ +!27 %%3# +$2" 33" +%2$

医护人员手
)%! +"27 +7# 3727 %3) +72$ %7%# +)2" %#$! +#2+ "!+ +#2"

使用中消毒剂
%#$$ +32$ %*$$ +)2+ $*% +32! !"$" ++2% !%!7 +)2# )#7 +72+

压力蒸汽灭菌器
%7! +323 %37 +723 !! %##2# %%)+ +$27 37 +)2) $! +#27

内窥镜
!7 %##2# ! %##2# ! %##2# # ` # ` % %##2#

透析用水
!" +!2# % %##2# # ` # ` # ` # `

一次性卫生用品
+% %##2#2# %** %##2# !%$ %##2# $*7 %##2# )#+ ++2) %%" %##2#

一次性医疗用品
$$# +"23 *$! +!27 %%# 3+2% )+7 ++2% ""$ +%2$ $#% +$2)

医院污水
!)* 332# 3! 3*2% %3 ))23 # ` 3 %##2# %)# +#2#

沙门氏菌
%$* %##2# 7" %##2# %$ %##2# # ` 3 %##2# !% %##2#

紫外线灯强度
!% 7%2+ *! "#2# + ))23 # ` $" *#2# $" ")2%

合计
*3*3 +72% ""$* 372" %!#+ +727 )7+% +"2" "+!# +$23 $$#3 +#2+

!!

`

!该项无数据'

B

!

讨
!!

论

从
$#

个区县监测单位总体覆盖情况来看#

$#

个区县中对

县级医疗保健机构和乡镇$街道%医疗保健机构开展监测的区

县数相对较多#对村卫生室开展监测的区县数最少#整体来讲#

重庆市各区县对
7

类不同层次的医疗机构进行消毒质量监测

的覆盖比例还比较低'

从各区县的监测项目开展情况比较#对物体表面(室内空

气(医护人员手开展监测的区县较多#而开展紫外线灯强度监

测的区县最少#仅有
!

个区县&医院重点监测项目如压力蒸汽

灭菌器也仅有
%#

个区县开展#占开展监测的区县数的
$$2$i

'

这一方面跟各区县疾控中心监测人员及仪器设备投入不足有

关#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基层卫生单位对此项工作重视程度不

够#无相关政策支持此项工作'

不同类别的医疗机构监测合格率差异具有明显的统计学

意义#但村卫生室和社区医疗机构及县级医疗机构的合格率相

对较高#且差别不大#原因可能与在村卫生室采样量相对较少

有关#即实际采样数量相对于村卫生室的总体数量而言还比较

少#实际上开展村卫生室监测的区县数也较少#仅有
$$2$i

#

这也与村卫生室的地理位置本身相对偏远#交通不便等有关#

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

%!

类监测项目的合格率差异也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其中紫外线灯管辐照强度的合格率最低#仅为
"!23i

#而开展

紫外线灯辐照强度监测的区县也仅有
!

个#样本量也少#说明

区县医疗机构在使用紫外线灯管进行室内空气消毒的工作中

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村卫生室和乡镇医疗机构使用紫外线

灯管较多#但紫外线灯管的辐照强度不够#导致室内空气消毒

不合格#由表
"

结果可看出个体诊所和乡镇医疗机构的室内空

气和紫外线辐照强度合格率均低于其他类别的医疗机构'因

此#建议使用紫外线灯管进行室内空气消毒的医疗机构应定期

作辐照强度监测#低于规定辐照强度的灯管要及时更换#同时

要注意正确安装和使用紫外线灯#安装的距离不合格#消毒的

时间不够#也会导致室内空气消毒不合格)

3

*

'

对不同类别医疗机构中各监测项目的合格情况经比较发

现!乡镇$街道%医疗机构和个体诊所的室内空气合格率相对较

低#一方面与使用辐照强度不够的紫外线灯管进行空气消毒有

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这两类机构的经济实力相对落后#对室

内空气消毒的重视和投入不够有关&同时#乡镇$街道%医疗机

构的医护人员手(物体表面和医院污水的合格率也相对较低#

医护人员手卫生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医护人员对洗手的依从

性不够#未严格按照,六步法-洗手)

+

*

#或对洗手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没有养成用手前后洗手的习惯)

%#

*

&物体表面的消毒合格

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乡镇$街道%医疗机构的设施相对陈旧#

尤其是使用老化的木质桌面作为操作台#缝隙处难以做到有效

消毒&医院污水的消毒合格率偏低的原因一方面跟污水消毒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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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完善有关#另一方面也存在相关人员操作不当的因素#因

此#医疗机构需要督促相关人员认真掌握污水处理技术#杜绝

因人员操作不当带来的不良影响'

引起医院感染的因素很多#其中医院环境中的致病菌是引

发医院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而医院环境复杂#空气(物体

表面(医护人员手(使用中消毒剂等均可能存在致病菌或条件

致病菌#因此消毒灭菌在医院感染预防和控制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

*

'而基层医护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卫生知识缺乏#消

毒意识薄弱#消毒设施不完善#消毒管理不规范等原因是导致

医院消毒质量监测合格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

*

'

医疗机构消毒质量需要定期(长期监测#这是控制医疗机

构消毒质量和预防医院感染的有效方法之一'其作用在于既

可让医疗机构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有效整改#还可增强医护人

员的感控意识#提高消毒质量#同时也为管理部门制定和规范

相关感控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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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综合征$

D(b;

%的依据之一&

-̂

与
0;̂

同时降低则可提示

下丘脑或垂体功能减退'表
$

针对以上几种模式分组加以统

计'

-̂

与
0;̂

同时增高以更年期女性为主$

*$2+!i

%#符合

预期&在
!#

#

$"

岁年龄段中有
$2)3i

$

%"

"

$+)

%的年青女性
BA

水平升高#可能是由于现代女性生活压力大(作息不规律以致

影响卵巢功能'

D(b;

是妇女月经紊乱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本

组实验
-̂

"

0;̂

&

$

的女性占
$2))i

#随年龄增大呈下降趋

势&

!#

岁以下女性中有
)

例$

%)2#)i

%

-̂

"

0;̂

&

$

#经诊断均

排除
D(b;

#其激素异常原因可能是由于青春期女性卵巢功能

尚未稳定的缘故'本组实验仅检出
$3

例患者
-̂

与
0;̂

同

时降低#所占比例最低$

!2)"i

%'总体来说#

-̂

与
0;̂

水平

是性激素
7

项中最具意义的指标'

本组实验中有
!*237i

的月经失调女性性激素水平处于

正常范围#由于影响激素分泌的原因很多且生理波动范围较

大#一次检查并不足以完全排除性激素发生异常改变的可能'

在全部
%$3#

例月经失调患者中#有约
*#i

的女性可以发

现
-̂

或
0;̂

异常#可见卵巢功能失调是引起女性月经失调

的重要因素'性激素
7

项检测可以大致判断月经失调发生的

原因#在临床诊疗中有着重要意义#如条件许可#建议中青年女

性定期进行性激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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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统计工作的基本内容

按工作性质及其先后顺序#可将医学统计工作分为实验设计(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实验设计是开展某项医

学研究工作的关键#包括医学专业设计和统计学设计#医学专业设计的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样本含量(获取

样本的方法(分组原则(观察$检测%指标(统计方法等'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各种试验(检测或调查#要求资料完整(准确(及

时(有足够数量(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等'整理资料包括原始资料的检查与核对(对资料进行分组与汇总等'分析资料即对

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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