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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在消毒供应室护士手卫生管理中的应用
蒋家燕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贵州 黔西南  562400）

【摘要】目的：分析消毒供应室护士手卫生管理中选用 PDCA 循环所取得的成效。方法：分析对象为本院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消毒供

应室的 15 名护士，选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对比管理前后护士洗手配合程度、手卫生知识掌握率、洗手合格情况。结果：经过相应管理后，

相较于管理前，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后护士的洗手配合程度更高，且护士的手卫生知识掌握率与洗手合格率均明显更优，P ＜ 0.05，则表明

在统计学上具备意义。结论：在消毒供应室护士手卫生管理工作中，医院通过积极应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护士的洗手依从性、

手卫生知识掌握率，以此来显著增强医院的卫生质量，促进医院的可靠发展。

【关键词】消毒供应室；手卫生管理；PDCA 循环；应用

现如今，我国医疗水平显著提升，社会大众越来越注重医

疗安全。消毒供应室作为医院最为关键的科室，主要职责是对

医院所有科室开展医疗活动时所使用的物品、器械、器具进行

清洗消毒和灭菌，并为各科室提供无菌物品等。一旦该科室发

生感染问题，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整个医疗工作，且威胁到病人

的健康。针对这一问题，医院必须高度重视消毒供应室护士的

手卫生管理工作，借助科学有效地管理模式来有效提高该科室

的清洗效果，对临床安全隐患进行消除。

1  资料和方法

1.1 分析资料

分析对象为本院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消毒供应室的

15 名护士，选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对比管理前后护士洗手

依从性、手卫生知识掌握率、洗手合格情况。所有护士都是女性，

工龄在 2 至 28 年之间，平均工龄是（20±5.39）年，岁数在 29

至 49 岁之间，平均岁数是（40±2.07）岁数。其中护士有 1 例

为中专学历，有 5 例为大专学历，有 9 例为本科学历。

1.2 方法

1.2.1 计划（P）。相关负责人通过全面调查和详细记录消毒

供应室护士手卫生的落实情况及存在问题，包括：护士清洁区

域前、开展工作后、接触清洁物品前后等环节的手卫生情况，

然而结合其所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完成科学合理的手卫生管理

制度，有针对性地完善手卫生相关设备设施，定期组织护士进

行手卫生方面的教育培训，且对护士的教育培训结果进行严格

考核，以此来促使护士更加充分的掌握手卫生知识，在日常工

作中积极有效地落实手卫生。

1.2.2 执行（D）。相关负责人应严格依据我国相关规章制

度和条例，结合本院实际情况来制定切实有效的手卫生管理制

度，并督促护士在日常工作中严格遵守这一制度来执行手卫生。

相关负责人应在消毒供应室内配备足够的感应式或是肘式水龙

头，将按压式免洗手消毒剂放置到科室内外合适的角落处，以

此来完善消毒供应室的手卫生相关设施。同时，相关负责人需

要严格依据我国相关规范和要求，制定消毒供应室护士手卫生课

件，定期组织该科室护士进行手卫生培训，让护士能够更加充

分的掌握手卫生具体概念和要求、手套的使用方法、如何规范

的洗手等内容，并定期对其手卫生操作的理论知识与技能进行

考核，依据洗手配合程度概念来明确护士手卫生知识掌握情况。

1.2.3 检查（C）。相关负责人需要制作一份《消毒供应室

护士手卫生配合程度调查表》，每周定期对该科室护士的洗手

配合程度现状进行全面调查，且将调查结果记入到季度检查报

告之中。同时，可结合这一调查表来对护士在各个工作环境中

是否实施手卫生制度进行检查。

1.2.4 处理（A）。相关负责人每三个月对消毒供应室护士

洗手配合程度调查结果进行公布，对这一期间手卫生实施中遇

到的阻碍进行详细分析和归纳总结，然后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手

卫生相关制度，提高手卫生的整体实施效果。

2 结果

2.1 对比管理前后护士洗手配合程度

经过相应管理后，相较于管理前，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模

式后护士的洗手配合程度更高，P ＜ 0.05，则在统计学上具备

意义。见表 1。

表 1  对比管理前后护士洗手配合程度（n/%）
手卫生时机 管理前 管理后
清洁区域前 73.00（11/15）93.00（14/15）

结束一个工作环境后 80.00（12/15）100.00（15/15）
离开工作环境后 73.00（11/15）100.00（15/15）

接触各类医疗器械和物品前 80.00（12/15）100.00（15/15）
接触已污染医疗器械和物品的操作后 86.67（13/15）93.00（14/15）

2.2 对比管理前后护士的手卫生知识掌握率和洗手合格情况

经过相应管理后，管理前护士的手卫生知识掌握率为

73.00%，洗手合格率为 60.00%，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后护

士的手卫生知识掌握率为100.00，洗手合格率为100.00，P＜0.05，

则表明在统计学上具备意义。

3 讨论

对于医院而言，要想实现感染的有效控制，必须注重提升

消毒供应室的清洁度，也就是该科室护士必须通过正确合理的

洗手方法，来在极大程度上阻断诸多病菌的传播，大大降低共

用物品出现交叉感染的概率。而要实现这一点，该科室必须积

极实施手卫生管理，通过引入 PDCA 循环管理模式，来提升护

士的手卫生知识掌握率、洗手合格率等，从而确保消毒供应室

的清洁度。PDCA 循环管理模式属于一种规范化、全面化、程

序化的管理手段，各个环节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联系，以此来

实现持续往复循环，将该模式应用到临床工作中，既能够有效

确保消毒的质量，提高医疗工作的安全性，还能够进一步改进

护士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态度，最终增强服务质量。

本次分析中，经过相应管理后，相较于管理前，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后护士的洗手配合程度更高，且护士的手卫生知

识掌握率与洗手合格率均明显更优，P ＜ 0.05，则表明在统计

学上具备意义。由此可见，在消毒供应室护士手卫生管理工作中，

医院通过积极应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护士的

洗手依从性、手卫生知识掌握率，以此来大大提升医院的卫生

质量，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