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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各种疾病的不

断出现#大量患者涌入医院进行治疗#促使医院感染风险不断

的提升#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并得到

了全球卫生组织的广泛关注'

"

(

)医院感染问题不仅增加了医

院的负担#也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同时也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

成了巨大的影响)检验科主要通过对患者的血液*体液*排泄

物等进行检测#在检验的过程中时刻与相关标本进行密切接

触#稍有疏忽都可能造成感染#所以检验工作人员必须在相关

措施的防护下进行操作才能够尽可能的避免感染)由于医院

检验科感染风险极高#所以需要在医院感染监控中进行重点监

察)本文将对检验科医院感染的状况以及如何强化检验科医

院感染的规范化管理措施进行研究)

?

!

检验科医院感染的规范化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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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检验科功能区域划分模糊
!

大部分医院内部检验科

科室的功能用地面积相对较少#在进行布局的时候没能充分的

考虑检验科工作的工作量以及危险性#导致了设计*建设布局

不合理的现状#其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等往往混杂在一

起#紫外线设备放置的位置也存在问题等#各种不符合规范要

求的状况频频出现在检验科内部#相关区域功能较为混杂#容

易出现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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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医院感染问题得不到高层领导重视
!

当前社会虽

然建立了大量的现代化医院#但是其内部的高层领导对检验感

染管理问题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对相关管理工作支持的力度也

存在疲软现象)并且#有些医院由于自身资金问题以及建设设

计方案存在的缺陷#往往导致相关设备无法及时配置到位#通

风效果欠佳*消毒工作无法及时的得到落实#由于喷淋设备*生

物安全柜等重要设备的缺乏#最终导致了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无

法得到有效的防护#提高了工作的感染的风险)

?$A

!

内部工作人员的感染预防意识匮乏
!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

响#医院检验科工作的检验学院的学历基本都不是很高#在基

层医院中进行工作出身的检验人员相对较少#检验科室由于常

年得不到上级重视#内部工作人员未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与培

训#致使大量的检验工作人员知识储备不足#对感染知识的了

解以及储备严重缺乏)医院在进行教育工作的开展中主要强

调职业道德教育*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不怕脏*不怕累的工作

精神#但是却忽略了对医院感染的教育工作与重视#这就直接

导致了检验科工作的人员未能及时的掌握有关感染的知识)

加之现代医院内部使用了大量的年轻的工作人员#这些新分入

检验科的工作人员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对相关知识的运用不到

位#在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那么点背#对

相关工作的危险性未能进行重视#在医院进行检验工作过程的

操作中不能够严格的按照消毒隔离的标准规范及制度进行操

作#最终引发了医院感染问题的发生)不仅如此#检验科检验

人员由于没有养成佩戴口罩*手套进行上岗工作的习惯#并且

将大量的生活用品带入了实验室#增加了感染了病毒感染的几

率)有时在进行工作中相关的仪器设备会出现故障#为了能够

快速修复设备#检验人员往往会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直接与标本接触#从而提高了传播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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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医院感染制度未能得到良好的健全
!

由于医院内

部对检验科感染预防管理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足#在相关的管理

制度建设中也存在一系列的缺陷及问题#对工作人员的出入标

准制定存在缺陷#相关的操作流程规范五花八门#在现实操作

中对标本的处理不规范#面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的预防处

理方案的制定不完全等#都对检验科医院感染风险的提升埋下

了隐患)虽然有些医院为检验科感染管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

的管理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大多未能得到重视与落实#最终流

于形式#成为一纸空谈#为实际检验工作的开展种下了隐患的

种子)在这种不完整规范制度的管理之下#检验科内部工作人

员便不能够按照规范标准对被污染的化验单进行适当的处理#

导致带有污染病菌的化验单流落到临床医师或者是患者手中#

使医院的感染几率成倍增加)有时部分人员还将检验后的标

本随意的进行丢弃#导致了其流经途径受到医疗污染#为病毒

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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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暴露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积极的采取措施进行处置

!

医院检验科工作人员需要时刻以患者及主治医生打交道#在

工作中会出现职业暴露后不再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的问题)比

如#如果进行抽血化验的患者较多#检验人员往往为一位患者

抽完血后并没有进行及时的洗手*消毒处理就开始为下一位患

者进行抽血)此刻#由于接触上一位患者的原因#其受到及工

具上必然会沾染上一位患者的病菌或者残留一些污染物#这就

导致了下一位患者极有可能发生感染#最终为医患纠纷埋下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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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医院感染的规范化管理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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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验科功能区用地进行严格的划分
!

在未来检验科室

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需要对检验科室内部的房屋设置等进行重

新的设计以及改进#将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等进行明确的隔

离#在尽可能满足医院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所有要求#在实

验室的操作入口处张贴相关的生物危险标志*对危险因素进行

详细的分析*对相关生物安全的等级进行明确的解释与介绍#

严格控制人员的进入#并严格禁止非操作工作人员未经同意擅

自进入检验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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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医院领导对检验科感染问题的重视程度
!

首先#医

院内部的各级领导必须对检验科医院感染问题的重视程度进

行增加#强化当前医院感染组织的合理建设与完善#为其支付

充足的管理预防经费#招收大量人才提供后备支持#并未检验

科医院感染工作的开展提供先进的*可靠的管理设备#使用计

算机传输打印或者紫外线照射消毒的方式进行检验报告单的

传递与交流#降低感染的发生概率)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9

卷第
#*

期
!

R<?Y3E0QCA

!

ZCGCI0CF#&",

!

W>7$%9

!

V>$#*



@$A

!

强化检验科工作人员的防护意识
!

首先需要对医院检验

科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感染知识的培训#通过聘请知名感染科

教授*医院感染科控制专家等现身讲座的方式#进行医院感染

相关知识的培训*讲解#确保医院在感染教育工作的开展中能

够迈向规范化*制度化*全面化*其次#应该对检验科工作的人

员进行定期的组织实训#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学习无菌操作技术

与消毒方案#掌握职业暴露的专业化应对措施#然后经过实践

测试与考试等手段进行检测#只有合格的工作人员才可以继续

上岗就业)第三#检验科的领导应该定期组织内部的工作人员

学习医院感控知识#对其讲解医院感染控制工作的重要性#使

其深刻体会到自己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提高工作人员预防检验

医院感染工作的重视程度#并通过在日常工作及检验操作中严

格落实医院感染管理措施及规范的方式#提高预防以及控制能

力#并把医院感染预防工作的开展制定为工作的前进目标#从

而不断的激励自己#提升自身应对感染问题的防护能力与水

平#降低感染风险的发生及扩散)第四#检验科工作人员由于

需要操作大量的仪器设备#所以必须对一次性用品进行正确的

使用#并严格遵守*落实*执行无菌操作规章制度)由于在现实

操作中手是极易携带病菌进行传播的#为医院感染的发生提供

了便携的途径#所以检验科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必须重视手部的

消毒#在操作的整个流程中均应进行及时的洗手以及消毒处

理#降低病毒的携带及传染发生的概率)第四#操作过程中应

避免锐器损伤#研究显示#锐器损伤传播传染病的几率明显高

于皮肤和黏膜传播#检验科由于应用吸管*滴管#稍有不慎则可

出现被划伤的风险#样本若含有传播性病原体#增加血源性感

染的概率)检验科医务人员应认真操作*仔细观察#利器丢弃

前应及时消毒#若出现意外应积极采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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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验科医院感染管理的相关制度进行规范
!

医院管理

工作的开展必须得到上层领导的重视#检验科医院感染管理作

为医院管理工作开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医院在进行管理

的过程中应该成立专门的医院感染管理小组#相关生物安全的

负责人可以就近取材#选择检验科主任作为相应的人员%同时

在管理中采用个人责任制的方式%同时#检验科室应制定生物

安全管理制度与标准的操作流程作为管理及工作实施的参考

标准#对应急预案等应该及时的做好制定#通过不断对生物安

全管理措施进行完善的方式达到预防医院感染问题的发生)

在处理临床标本的运送问题时#应该聘用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

人员进行护送#并严格的按照医院检验科制定的相关计划的时

间*路线等进行临床标本的收集#然后对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

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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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环境规范化管理
!

为了能够做好检验科环境规范

化管理工作#首先应该基于检验科常规工作制度的基础之上充

分的对相关科室的具体状况进行结合分析#然后落实积极的医

院感染管理措施#对其进行管理)相关工作具体包括!在工作

区内部应明令禁止吸烟*进食*穿戴工作服后不可进入休息区*

餐厅等公共场所%如果在工作中需要与患者的血液*体液发生

接触#那么必须佩带手套等防护用具#在细菌的培养中应在无

菌环境下操作#并佩带相应的手套与口罩)工作中必须严格遵

守医院感染控制要求#将实验室划分为洁净区*半污染区*污染

区等#并及时的对各个区域进行有效的*独立的管理#避免医务

工作人员在流动中出现交叉感染等现象#确保相关科室的有效

通风#尽可能的防止或避免由于离心操作下出现的溶胶感染等

问题的发生)在检验科室内部的离心机与振荡器必须放在气

流外排的操作台上#并做好通风处理#避免发生感染)其次应

大力进行资金投入#对检验科室的工作条件进行完善#提高其

自我防护的能力)医疗垃圾同生活垃圾分开处理#污染物和废

弃物分类收集#并由专人焚烧#装垃圾的桶具定时消毒)将医

疗废弃物分为感染性*病理性*药物性*化学性*损伤性#将感染

性*病理性和化学性废弃物放入消毒容器中#并贴上警示标示#

损伤性废弃物应放置在黄色塑料利器盒中#张贴废物警示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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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检验科消毒管理措施
!

在检验科的内部进行培养

物*血液等的处理处理中应注意其携带致病微生物的问题#在

操作中应强化消毒管理工作#通过使用含氯成分较高的消毒液

对操作平台进行擦拭#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紫外线消毒工

作)同时应该强化对检验报告单的管理与处理#采用自动报告

机打印自取的方式进行检验报告的传递#从而避免致病菌通过

检验报告单传染给患者或者医师#进而起到预防感染的目的)

在检验科工作的人员必须身体健康*不携带任何致病细菌#为

保障相关工作档案工作开展的安全性#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对相

关检验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并将其健康状况绘制成档案进行保

存#从而对检验科医院感染进行有效的预防#起到保护医务工

作人员及患者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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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监督执行力
!

在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领导下#成立

检验科感染控制小组#由科室主任*副主任担任组长*副组长#

其余各室业务骨干人员担任组员)督促各科室各种预防措施

的落实#制定医院感染管理规章#为科室医院感染管理提供法

规保障)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的方式#对没有完全按规章制

度执行的#严格给予扣分处罚#并与科室奖金挂钩#针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协调整改)

综上所述#在检验科医院规范化管理工作的开展中#做好

检验科室内部工作人员的感染防护工作#不仅会对检验科的工

作人员健康安全造成影响#也会对医院内部的医疗安全造成影

响)所以#只有不断的提高对医院*检验科室及工作人员的重

视程度#严格落实医院感染规范管理制度#才能够真正的取得

良好的预防效果#使工作人员与患者能够工作的舒心*治疗的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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