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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到科内随机提问'观察和发放问卷表的形式对
#"

名工勤人员进行医院感染知识掌握情况调查%发

现大多数工勤人员缺乏自身防护意识%对从业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医院感染知识缺乏&提示必须加强工勤人员的

医院感染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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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勤人员)保洁公司)医院感染 )职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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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勤人员在医院中是一支比较大的队伍%他们

接触患者及各种环境的机会较多%主要负责全院生

活及医疗废物的清运'卫生保洁'各种标本送检及出

入院患者处置等工作&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其如果

不注意采取防护措施%极易感染疾病或由他们导致

患者间的交叉感染&我们通过临床调查与观察%及

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使他们在预防控

制医院感染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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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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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

!""+

年
)

1

#

月%在本院保洁中心

工作的
#"

名工勤人员#分布于病区'门诊'急诊'垃

圾中转站$%男性
&

名%女性
%%

名)年龄
&"

&

*&

岁)

文化程度(高中
&

名%初中
)"

名%小学及以下
&%

名&

',!

!

调查方法
!

采取定期到科内随机提问'观察和

发放问卷表的形式进行调查%期间共发放调查表
#"

份%收回
#"

份%回收率
'"",""V

&

1

!

结果

调查的
#"

名工勤人员中%工作中戴口罩者占

!",""V

)接触医疗废物时戴手套者
+*,""V

)按要

求及时更换手套者
'",""V

)戴手套到处走动或接

触其他患者未更换手套者
%",""V

)工作后未及时

洗手者
)",""V

)针刺伤后能及时正确处理者

)!,*"V

)能正确使用消毒剂者
)",""V

)有自我防

护意识者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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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院工勤人员均由保洁公司招聘%其文化程度'

年龄差别较大%素质偏低&保洁公司对工勤人员在

岗前的培训主要是劳动纪律方面要求较多%而对医

院感染知识未进行培训%甚至保洁公司的管理人员

亦不了解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加之工勤人员工资待

遇低%人员变动频繁'流动性大%给集中培训工作造

成了一定难度&

针对上述特点制定以下应对措施 (#

'

$首先%

对保洁公司的管理人员加强医院感染管理知识的培

训%只有他们掌握一定的医院感染知识%才能对他们

所管理的员工加强此方面的管理&#

!

$由感染管理

科牵头%护理部协助定期对全院工勤人员进行医院

感染管理知识培训与考核&其内容如医疗废物的正

确分类)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及行政处罚办法)手卫生

制度及实施规范%洗手指征)消毒隔离制度等&在平

时工作中进行随机提问%以强化医院感染管理知识%

考核结果与工勤人员的劳务费挂钩&#

&

$提高工勤

人员的综合素质&督促保洁公司在招聘时一定严把

年龄'文化关%年龄最好
"

)*

岁%具备中学以上文化

水平&因为年龄和文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员工的理

!下转第
)!%

页"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A9%(EF(32+6A-(6:-&D-&%0-+0->!""#



2

!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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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包的测试有利于控制医院灭菌物品

的灭菌质量&医院自行制作的
R"G

标准包的质量

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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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试验的假合格结果更易导致医

院感染的发生)

R"G

试验的条件和结果应妥善记录

和保存%以备前后对比%寻找出现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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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巾结构特殊%折叠后与布巾比较%相同的体积

其内部比较疏松&经
&

次脉动后%浴巾不会像布一

样互相压紧%其纱与纱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蒸汽容

易穿透%且浴巾经清洗后可很快恢复原来的蓬松%克

服了棉布的许多不足&布巾经多次测试后%布与布

之间受高热蒸汽的影响%纤维老化'收缩'互相压紧%

会使蒸汽不容易穿透%影响潜伏热的释放%从而影响

R"G

试验结果的判断&

灭菌器故障并不是导致
R"G

试验阳性结果的

主要原因%人为因素才是
R"G

测试不合格结果产

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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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R"G

试验中应注意(#

'

$加

强对技术操作规范的管理%消毒员应加强业务学

习%正确把握
R"G

试验规范标准%严密观察各种仪

表的变化%及时发现问题&#

!

$医院应加强对锅炉

工的管理%保证蒸汽压力的稳定性&#

&

$如果不是

每天消毒%且停气超过
!<

%再次使用时%应将送气

管道内的冷空气进行排气处理&#

)

$对真空泵功

能下降的灭菌器%可增加抽空次数%提高空气排除

率&#

*

$将柜室空气预热%可减少试验包中空气气

团的出现&#

+

$完善设备的维护与保养制度%正确

维护'保养'检测灭菌器%对灭菌器应每月检修
'

次%并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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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包对灭菌测试结果影响因素分析及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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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阳性结果相

关因素分析及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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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常见技术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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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思维能力以及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另外%保洁

公司更换人员时%一定要与感染管理科和护理部联

系%以便及时对新上岗人员进行医院感染知识培训&

#

)

$督促工勤人员掌握正确的洗手方法&本调查结

果显示%工勤人员对及时正确地洗手意识很差%他们

往往只在下班前洗手%而在接触患者及污物后不能

及时更换手套和洗手&曾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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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接触

污染物或患者后%未洗手者的带菌率达
'""V

&因

此%他们即成为细菌传播的主要媒介&感染管理科

必须对工勤人员多加培训和考核%按六步洗手法!

!

"

在病区及各工作场所随时进行示范操作%经常对他

们的手进行细菌学检测并做洗手前后的检测对比%

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洗手的重要性&

加强医院工勤人员对医院感染的防护意识%关

系到其自身及医患人员的健康问题&医院感染控制

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所医院的医疗质量&

要做好此项工作%需要医院每一位员工的共同参与%

尤其是工勤人员的消毒隔离及自我防护意识等%使

他们在控制医院感染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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