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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感染的概念院内感染的概念院内感染的概念院内感染的概念

医院感染医院感染医院感染医院感染((((nosocomial nosocomial nosocomial nosocomial infection)infection)infection)infection)
指病人、探视人员或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指病人、探视人员或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指病人、探视人员或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指病人、探视人员或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
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而出院后发生的感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而出院后发生的感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而出院后发生的感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而出院后发生的感
染。染。染。染。
1、感染的获得是在医院内。、感染的获得是在医院内。、感染的获得是在医院内。、感染的获得是在医院内。
不包括院外已感染而在院内出现临床症状；不包括院外已感染而在院内出现临床症状；不包括院外已感染而在院内出现临床症状；不包括院外已感染而在院内出现临床症状；
2、临床症状的出现可不在医院内。、临床症状的出现可不在医院内。、临床症状的出现可不在医院内。、临床症状的出现可不在医院内。
包括在医院内感染而在出院后才发病的病人。包括在医院内感染而在出院后才发病的病人。包括在医院内感染而在出院后才发病的病人。包括在医院内感染而在出院后才发病的病人。
3333、包括一切在院内活动的人群。主要是住院患者。、包括一切在院内活动的人群。主要是住院患者。、包括一切在院内活动的人群。主要是住院患者。、包括一切在院内活动的人群。主要是住院患者。    



院内感染的形成院内感染的形成院内感染的形成院内感染的形成

三基本环节（感染链）三基本环节（感染链）三基本环节（感染链）三基本环节（感染链）

1111、、、、感染源感染源感染源感染源
指体内带有病原体，并不断向体外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指体内带有病原体，并不断向体外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指体内带有病原体，并不断向体外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指体内带有病原体，并不断向体外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    
2222、、、、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传播途径
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体外，经过一定的传播方式，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体外，经过一定的传播方式，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体外，经过一定的传播方式，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体外，经过一定的传播方式，
到达与侵入新的易感者的过程到达与侵入新的易感者的过程到达与侵入新的易感者的过程到达与侵入新的易感者的过程    

3333、、、、易感人群易感人群易感人群易感人群        
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的易感程度高或免疫水平较低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的易感程度高或免疫水平较低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的易感程度高或免疫水平较低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的易感程度高或免疫水平较低
下的人群。下的人群。下的人群。下的人群。    



1111））））病人病人病人病人    
病人是重要传染源，在不同病期传染性的强弱不同，病人是重要传染源，在不同病期传染性的强弱不同，病人是重要传染源，在不同病期传染性的强弱不同，病人是重要传染源，在不同病期传染性的强弱不同，
尤其在发病期其传染最强。尤其在发病期其传染最强。尤其在发病期其传染最强。尤其在发病期其传染最强。

    2222））））病原携带者病原携带者病原携带者病原携带者    
病后病原携带病后病原携带病后病原携带病后病原携带((((恢复期病原携带者恢复期病原携带者恢复期病原携带者恢复期病原携带者))))和无症状病原携带，和无症状病原携带，和无症状病原携带，和无症状病原携带，
3333个月内排菌的为暂时病原携带，个月内排菌的为暂时病原携带，个月内排菌的为暂时病原携带，个月内排菌的为暂时病原携带，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3333个月的为慢性病原携带。个月的为慢性病原携带。个月的为慢性病原携带。个月的为慢性病原携带。

 3 3 3 3））））病人自身正常菌群病人自身正常菌群病人自身正常菌群病人自身正常菌群

 4 4 4 4））））受染动物受染动物受染动物受染动物    
动物作为传染源传播的疾病，称为动物性传染病，动物作为传染源传播的疾病，称为动物性传染病，动物作为传染源传播的疾病，称为动物性传染病，动物作为传染源传播的疾病，称为动物性传染病，
野生动物为传染源的传染病，称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野生动物为传染源的传染病，称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野生动物为传染源的传染病，称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野生动物为传染源的传染病，称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

 5 5 5 5））））医院环境医院环境医院环境医院环境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空气空气空气空气

血液血液血液血液
肠道肠道肠道肠道

生物媒介生物媒介生物媒介生物媒介

直接接触直接接触直接接触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间接接触间接接触间接接触

感染源感染源感染源感染源- - - -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  -  -  - 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

感染源感染源感染源感染源 -  -  -  -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  -  -  - 媒介媒介媒介媒介 -  -  -  -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 - - -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
医护人员的手，共同媒介物，生物媒介医护人员的手，共同媒介物，生物媒介医护人员的手，共同媒介物，生物媒介医护人员的手，共同媒介物，生物媒介

飞沫飞沫飞沫飞沫
飞沫核飞沫核飞沫核飞沫核
菌尘菌尘菌尘菌尘

感染源的飞沫感染源的飞沫感染源的飞沫感染源的飞沫 -  -  -  - 近距离接触近距离接触近距离接触近距离接触 -  -  -  - 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        
感染源的飞沫核感染源的飞沫核感染源的飞沫核感染源的飞沫核 -  -  -  -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 - - 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                                            
尘埃尘埃尘埃尘埃 -  -  -  -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  -  -  - 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

感染的血液感染的血液感染的血液感染的血液 -  -  -  -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  -  -  - 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

感染食物水感染食物水感染食物水感染食物水    ––––    口口口口 -  -  -  - 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

生物传播生物传播生物传播生物传播

机械传播机械传播机械传播机械传播

病原体在感染源体内繁殖病原体在感染源体内繁殖病原体在感染源体内繁殖病原体在感染源体内繁殖----接触接触接触接触----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

感染源体外携带病原体感染源体外携带病原体感染源体外携带病原体感染源体外携带病原体- - - -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  -  -  - 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易感宿主



院内感染的分类院内感染的分类院内感染的分类院内感染的分类

根据感染来源不同，医院感染分为：根据感染来源不同，医院感染分为：根据感染来源不同，医院感染分为：根据感染来源不同，医院感染分为：
1、、、、内源性感染内源性感染内源性感染内源性感染（自身感染）（自身感染）（自身感染）（自身感染） 
指由于机体免疫力下降或正常菌群发生移位，指由于机体免疫力下降或正常菌群发生移位，指由于机体免疫力下降或正常菌群发生移位，指由于机体免疫力下降或正常菌群发生移位，
自身正常菌群引起的感染。自身正常菌群引起的感染。自身正常菌群引起的感染。自身正常菌群引起的感染。

2、、、、外源性感染外源性感染外源性感染外源性感染 
指由环境他人处带来的外袭菌群引起的感染。指由环境他人处带来的外袭菌群引起的感染。指由环境他人处带来的外袭菌群引起的感染。指由环境他人处带来的外袭菌群引起的感染。
1））））交叉感染交叉感染交叉感染交叉感染 
在医院内或他人处获得而引起的直接感染。在医院内或他人处获得而引起的直接感染。在医院内或他人处获得而引起的直接感染。在医院内或他人处获得而引起的直接感染。
2））））环境感染环境感染环境感染环境感染 
由污染的环境造成的感染。由污染的环境造成的感染。由污染的环境造成的感染。由污染的环境造成的感染。

病人、带菌者、工作人员、探视者、陪护者病人、带菌者、工作人员、探视者、陪护者病人、带菌者、工作人员、探视者、陪护者病人、带菌者、工作人员、探视者、陪护者    
空气、水、医疗用具空气、水、医疗用具空气、水、医疗用具空气、水、医疗用具    



常见的医院内感染常见的医院内感染常见的医院内感染常见的医院内感染
肺部感染肺部感染肺部感染肺部感染
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23.3%～～～～42%。。。。
尿路感染尿路感染尿路感染尿路感染    
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20.8%20.8%20.8%20.8%～～～～31.7%, 31.7%, 31.7%, 31.7%, 
66%66%66%66%～～～～86%86%86%86%尿路感染的发生与导尿管的使用有关尿路感染的发生与导尿管的使用有关尿路感染的发生与导尿管的使用有关尿路感染的发生与导尿管的使用有关

伤口感染伤口感染伤口感染伤口感染
感染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感染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感染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感染发生率在医院感染中约占25252525％％％％        
 



医院内感染的特点：医院内感染的特点：医院内感染的特点：医院内感染的特点：

1 1 1 1 病原体病原体病原体病原体-- -- -- -- 条件致病菌为主条件致病菌为主条件致病菌为主条件致病菌为主
2 2 2 2 内源性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为主，其内源性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为主，其内源性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为主，其内源性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为主，其
次泌尿道、手术后伤口、胃肠道次泌尿道、手术后伤口、胃肠道次泌尿道、手术后伤口、胃肠道次泌尿道、手术后伤口、胃肠道
3 3 3 3 散发为主，偶有暴发散发为主，偶有暴发散发为主，偶有暴发散发为主，偶有暴发
4 4 4 4 最重要的感染源最重要的感染源最重要的感染源最重要的感染源--------已感染的患者为主，已感染的患者为主，已感染的患者为主，已感染的患者为主，
        另一主要的感染源另一主要的感染源另一主要的感染源另一主要的感染源--------病原携带者病原携带者病原携带者病原携带者
5 5 5 5 接触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最常见的传播媒介时接触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最常见的传播媒介时接触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最常见的传播媒介时接触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最常见的传播媒介时
医护人员的手医护人员的手医护人员的手医护人员的手
6 6 6 6 飞沫传播本质上是特殊的接触传播飞沫传播本质上是特殊的接触传播飞沫传播本质上是特殊的接触传播飞沫传播本质上是特殊的接触传播
7 7 7 7 飞沫传播较飞沫核传播距离近飞沫传播较飞沫核传播距离近飞沫传播较飞沫核传播距离近飞沫传播较飞沫核传播距离近
8 8 8 8 菌尘传播较其他空气传播时间跨度长，难以发现菌尘传播较其他空气传播时间跨度长，难以发现菌尘传播较其他空气传播时间跨度长，难以发现菌尘传播较其他空气传播时间跨度长，难以发现
患者的接触史。预防关键是通风、过滤、除尘、空患者的接触史。预防关键是通风、过滤、除尘、空患者的接触史。预防关键是通风、过滤、除尘、空患者的接触史。预防关键是通风、过滤、除尘、空
气隔离等。气隔离等。气隔离等。气隔离等。



院内感染的主要因素院内感染的主要因素院内感染的主要因素院内感染的主要因素

主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观因素 

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
医院规章制度不全，无健全的门急诊预检、分诊制度；医院规章制度不全，无健全的门急诊预检、分诊制度；医院规章制度不全，无健全的门急诊预检、分诊制度；医院规章制度不全，无健全的门急诊预检、分诊制度；
布局不妥，住院部无入院卫生处置制度，致使感染源传播；布局不妥，住院部无入院卫生处置制度，致使感染源传播；布局不妥，住院部无入院卫生处置制度，致使感染源传播；布局不妥，住院部无入院卫生处置制度，致使感染源传播；
不能严格地执行无菌技术和消毒隔离制度；不能严格地执行无菌技术和消毒隔离制度；不能严格地执行无菌技术和消毒隔离制度；不能严格地执行无菌技术和消毒隔离制度；
缺乏对消毒灭菌效果的监测缺乏对消毒灭菌效果的监测缺乏对消毒灭菌效果的监测缺乏对消毒灭菌效果的监测

客观因素客观因素客观因素客观因素

侵入性诊治手段增多侵入性诊治手段增多侵入性诊治手段增多侵入性诊治手段增多
使用可抑制免疫的治疗方法使用可抑制免疫的治疗方法使用可抑制免疫的治疗方法使用可抑制免疫的治疗方法    
大量抗生素的开发和普及大量抗生素的开发和普及大量抗生素的开发和普及大量抗生素的开发和普及                                                                    
易感病人增加易感病人增加易感病人增加易感病人增加    
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污染严重 
对探视者未进行必要的限制对探视者未进行必要的限制对探视者未进行必要的限制对探视者未进行必要的限制        



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

从感染形成过程着手从感染形成过程着手从感染形成过程着手从感染形成过程着手
控制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感人群

加强对感染的认识加强对感染的认识加强对感染的认识加强对感染的认识

健全各项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健全各项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健全各项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健全各项制度，认真贯彻落实

认真落实医院感染管理措施认真落实医院感染管理措施认真落实医院感染管理措施认真落实医院感染管理措施

加强院感知识的教育和培训，明确职责加强院感知识的教育和培训，明确职责加强院感知识的教育和培训，明确职责加强院感知识的教育和培训，明确职责

三级监控体系三级监控体系三级监控体系三级监控体系



1111管理控制传染源管理控制传染源管理控制传染源管理控制传染源

1111）对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实施管理）对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实施管理）对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实施管理）对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实施管理    
要求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积极治疗患者。
1978年《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分甲、乙、丙三大类。
向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的传染病称法定传染病。
甲类：鼠疫、霍乱、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
2222））））对感染动物的管理与处理对感染动物的管理与处理对感染动物的管理与处理对感染动物的管理与处理 
有经济价值的应隔离治疗，必要时宰杀，
无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予以捕杀。
 3 3 3 3）加强清洁卫生工作）加强清洁卫生工作）加强清洁卫生工作）加强清洁卫生工作    
4444）消毒与灭菌处理）消毒与灭菌处理）消毒与灭菌处理）消毒与灭菌处理    



2222切断传播途径切断传播途径切断传播途径切断传播途径
    根据传染病的不同传播途径，采取不同防疫措施。根据传染病的不同传播途径，采取不同防疫措施。根据传染病的不同传播途径，采取不同防疫措施。根据传染病的不同传播途径，采取不同防疫措施。

1111）接触传播）接触传播）接触传播）接触传播--------床边隔离、物品消毒灭菌床边隔离、物品消毒灭菌床边隔离、物品消毒灭菌床边隔离、物品消毒灭菌
2222）空气传播）空气传播）空气传播）空气传播--------通风，过滤，除尘，空气消毒，个人戴口罩。通风，过滤，除尘，空气消毒，个人戴口罩。通风，过滤，除尘，空气消毒，个人戴口罩。通风，过滤，除尘，空气消毒，个人戴口罩。
3333）血液传播）血液传播）血液传播）血液传播--------防止体液污染防止体液污染防止体液污染防止体液污染
4444）肠道传播）肠道传播）肠道传播）肠道传播--------床边隔离，吐泻物消毒，饮食个人卫生，床边隔离，吐泻物消毒，饮食个人卫生，床边隔离，吐泻物消毒，饮食个人卫生，床边隔离，吐泻物消毒，饮食个人卫生，
水源及粪便管理。水源及粪便管理。水源及粪便管理。水源及粪便管理。
5555）虫媒）虫媒）虫媒）虫媒--------防虫设备，药物杀虫、防虫、驱虫。防虫设备，药物杀虫、防虫、驱虫。防虫设备，药物杀虫、防虫、驱虫。防虫设备，药物杀虫、防虫、驱虫。

****注意勤洗手，操作前后要洗手，更换病人要洗手注意勤洗手，操作前后要洗手，更换病人要洗手注意勤洗手，操作前后要洗手，更换病人要洗手注意勤洗手，操作前后要洗手，更换病人要洗手



3333保护易感人群保护易感人群保护易感人群保护易感人群
    提高人群抵抗力，预防接种提高人群特异性免疫力。提高人群抵抗力，预防接种提高人群特异性免疫力。提高人群抵抗力，预防接种提高人群特异性免疫力。提高人群抵抗力，预防接种提高人群特异性免疫力。

1111）人工自动免疫）人工自动免疫）人工自动免疫）人工自动免疫
有计划的对易感者进行疫苗、菌苗、类毒素的接种，有计划的对易感者进行疫苗、菌苗、类毒素的接种，有计划的对易感者进行疫苗、菌苗、类毒素的接种，有计划的对易感者进行疫苗、菌苗、类毒素的接种，
接种后疫力在接种后疫力在接种后疫力在接种后疫力在1--41--41--41--4周内出现，持续数月至数年。周内出现，持续数月至数年。周内出现，持续数月至数年。周内出现，持续数月至数年。

2222）人工被动免疫）人工被动免疫）人工被动免疫）人工被动免疫
紧急需要时，注射抗毒血清、丙种球蛋白、胎盘球蛋紧急需要时，注射抗毒血清、丙种球蛋白、胎盘球蛋紧急需要时，注射抗毒血清、丙种球蛋白、胎盘球蛋紧急需要时，注射抗毒血清、丙种球蛋白、胎盘球蛋
白、高效免疫球蛋白。注射后免疫力迅速出现，白、高效免疫球蛋白。注射后免疫力迅速出现，白、高效免疫球蛋白。注射后免疫力迅速出现，白、高效免疫球蛋白。注射后免疫力迅速出现，
维持维持维持维持1111～～～～2222月即失去作用。月即失去作用。月即失去作用。月即失去作用。



1111、三级护理管理体系、三级护理管理体系、三级护理管理体系、三级护理管理体系
        一一一一    病区护士长和兼职监控护士病区护士长和兼职监控护士病区护士长和兼职监控护士病区护士长和兼职监控护士
        二专科护士长二专科护士长二专科护士长二专科护士长
        三护理部主任三护理部主任三护理部主任三护理部主任

2222、医院内感染监控办公室、医院内感染监控办公室、医院内感染监控办公室、医院内感染监控办公室

三级监控体系三级监控体系三级监控体系三级监控体系



1111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
消毒隔离制度、无菌技术操作规程、探视制度消毒隔离制度、无菌技术操作规程、探视制度消毒隔离制度、无菌技术操作规程、探视制度消毒隔离制度、无菌技术操作规程、探视制度
用药、检查管理制度等用药、检查管理制度等用药、检查管理制度等用药、检查管理制度等

2222监测制度监测制度监测制度监测制度
通过监测获取资料，分析医院感染的原因，通过监测获取资料，分析医院感染的原因，通过监测获取资料，分析医院感染的原因，通过监测获取资料，分析医院感染的原因，
发现薄弱环节，并通过监测来评价各发现薄弱环节，并通过监测来评价各发现薄弱环节，并通过监测来评价各发现薄弱环节，并通过监测来评价各
种措施的效果。种措施的效果。种措施的效果。种措施的效果。
包括：环境污染监测、灭菌效果监测、包括：环境污染监测、灭菌效果监测、包括：环境污染监测、灭菌效果监测、包括：环境污染监测、灭菌效果监测、
消毒污染监测、特殊病房监测、菌株抗药消毒污染监测、特殊病房监测、菌株抗药消毒污染监测、特殊病房监测、菌株抗药消毒污染监测、特殊病房监测、菌株抗药
性监测、清洁卫生工作监测、传染源监测、性监测、清洁卫生工作监测、传染源监测、性监测、清洁卫生工作监测、传染源监测、性监测、清洁卫生工作监测、传染源监测、
规章制度执行监测等。规章制度执行监测等。规章制度执行监测等。规章制度执行监测等。

3333质控标准质控标准质控标准质控标准    

健全各项制度健全各项制度健全各项制度健全各项制度



1合理使用抗菌药合理使用抗菌药合理使用抗菌药合理使用抗菌药
少用广谱抗生素少用广谱抗生素少用广谱抗生素少用广谱抗生素
少联合用药少联合用药少联合用药少联合用药
根据细菌培养药敏试验用药根据细菌培养药敏试验用药根据细菌培养药敏试验用药根据细菌培养药敏试验用药
早期、足程、足量早期、足程、足量早期、足程、足量早期、足程、足量
2抑制免疫疗法病人的防护抑制免疫疗法病人的防护抑制免疫疗法病人的防护抑制免疫疗法病人的防护
定期检查白细胞动态与其他监测，定期检查白细胞动态与其他监测，定期检查白细胞动态与其他监测，定期检查白细胞动态与其他监测，
提供药物预防提供药物预防提供药物预防提供药物预防

3严格消毒灭菌、无菌操作严格消毒灭菌、无菌操作严格消毒灭菌、无菌操作严格消毒灭菌、无菌操作

合理的诊断治疗方法合理的诊断治疗方法合理的诊断治疗方法合理的诊断治疗方法



conceptionconceptionconceptionconception

消毒消毒消毒消毒    disinfectiondisinfectiondisinfectiondisinfection
运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的运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的运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的运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的除芽孢外除芽孢外除芽孢外除芽孢外的的的的
所有病原微生物所有病原微生物所有病原微生物所有病原微生物，使其数量减少到无害程度。，使其数量减少到无害程度。，使其数量减少到无害程度。，使其数量减少到无害程度。
根据有根据有根据有根据有无已知的传染源无已知的传染源无已知的传染源无已知的传染源，可分，可分，可分，可分预防性消毒、疫源性消毒预防性消毒、疫源性消毒预防性消毒、疫源性消毒预防性消毒、疫源性消毒；；；；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消毒的时间消毒的时间消毒的时间消毒的时间，可分为，可分为，可分为，可分为随时消毒、终末消毒随时消毒、终末消毒随时消毒、终末消毒随时消毒、终末消毒。。。。

清洁清洁清洁清洁CleaningCleaningCleaningCleaning
运用物理方法清除物体表面污垢、尘埃和有机物，运用物理方法清除物体表面污垢、尘埃和有机物，运用物理方法清除物体表面污垢、尘埃和有机物，运用物理方法清除物体表面污垢、尘埃和有机物，
达到减少和去除微生物的目的。达到减少和去除微生物的目的。达到减少和去除微生物的目的。达到减少和去除微生物的目的。

灭菌灭菌灭菌灭菌SterilizationSterilizationSterilizationSterilization 
运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的运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的运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的运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的
所有微生物所有微生物所有微生物所有微生物（包括芽胞），（包括芽胞），（包括芽胞），（包括芽胞），
使之达到无菌程度。经过灭菌的物品称使之达到无菌程度。经过灭菌的物品称使之达到无菌程度。经过灭菌的物品称使之达到无菌程度。经过灭菌的物品称““““无菌物品无菌物品无菌物品无菌物品””””。。。。
侵袭性的医用器材，要求绝对无菌。侵袭性的医用器材，要求绝对无菌。侵袭性的医用器材，要求绝对无菌。侵袭性的医用器材，要求绝对无菌。



conceptionconceptionconceptionconception

清洁清洁清洁清洁

    

消毒消毒消毒消毒

灭菌灭菌灭菌灭菌

减少微生物的数量减少微生物的数量减少微生物的数量减少微生物的数量

消灭所有病原微生物，除芽孢消灭所有病原微生物，除芽孢消灭所有病原微生物，除芽孢消灭所有病原微生物，除芽孢

消灭所有微生物消灭所有微生物消灭所有微生物消灭所有微生物

物理方法物理方法物理方法物理方法    水水水水    机械去污剂机械去污剂机械去污剂机械去污剂

物理化学消毒法物理化学消毒法物理化学消毒法物理化学消毒法

物理化学灭菌法物理化学灭菌法物理化学灭菌法物理化学灭菌法

物体表面处理，物品消毒灭菌前的处理物体表面处理，物品消毒灭菌前的处理物体表面处理，物品消毒灭菌前的处理物体表面处理，物品消毒灭菌前的处理



物理物理物理物理

化学化学化学化学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1111）燃烧灭菌法）燃烧灭菌法）燃烧灭菌法）燃烧灭菌法
2222）干热灭菌法）干热灭菌法）干热灭菌法）干热灭菌法
3333）微波消毒灭菌）微波消毒灭菌）微波消毒灭菌）微波消毒灭菌
4444）煮沸消毒法）煮沸消毒法）煮沸消毒法）煮沸消毒法
5555）低温蒸汽消毒法）低温蒸汽消毒法）低温蒸汽消毒法）低温蒸汽消毒法
6666）压力蒸汽灭菌法）压力蒸汽灭菌法）压力蒸汽灭菌法）压力蒸汽灭菌法

1111）日光暴晒法）日光暴晒法）日光暴晒法）日光暴晒法
2222）紫外线灯消毒法）紫外线灯消毒法）紫外线灯消毒法）紫外线灯消毒法
3333）臭氧灭菌灯消毒法）臭氧灭菌灯消毒法）臭氧灭菌灯消毒法）臭氧灭菌灯消毒法
4444）电离辐射灭菌法）电离辐射灭菌法）电离辐射灭菌法）电离辐射灭菌法

过滤除菌法过滤除菌法过滤除菌法过滤除菌法

1111热力消毒灭菌热力消毒灭菌热力消毒灭菌热力消毒灭菌

2222照射消毒灭菌照射消毒灭菌照射消毒灭菌照射消毒灭菌

3333过滤消毒过滤消毒过滤消毒过滤消毒



1111、、、、热力消毒灭菌热力消毒灭菌热力消毒灭菌热力消毒灭菌    
原理原理原理原理--------高温能使微生物的蛋白质和酶变性或凝固高温能使微生物的蛋白质和酶变性或凝固高温能使微生物的蛋白质和酶变性或凝固高温能使微生物的蛋白质和酶变性或凝固

            
[[[[干热消毒灭菌干热消毒灭菌干热消毒灭菌干热消毒灭菌]]]]
相对湿度在相对湿度在相对湿度在相对湿度在20202020％以下的高热；％以下的高热；％以下的高热；％以下的高热；
空气导热，传热较慢；空气导热，传热较慢；空气导热，传热较慢；空气导热，传热较慢；
一般繁殖体在干热一般繁殖体在干热一般繁殖体在干热一般繁殖体在干热80808080－－－－100100100100℃中经中经中经中经1111小时可以杀死，小时可以杀死，小时可以杀死，小时可以杀死，
芽胞需芽胞需芽胞需芽胞需160160160160－－－－170170170170℃经经经经2222小时方可杀死。小时方可杀死。小时方可杀死。小时方可杀死。

[湿热消毒灭菌湿热消毒灭菌湿热消毒灭菌湿热消毒灭菌]
空气和水蒸气导热，传热快，穿透力强，空气和水蒸气导热，传热快，穿透力强，空气和水蒸气导热，传热快，穿透力强，空气和水蒸气导热，传热快，穿透力强，
湿热灭菌法比干热灭菌法所需温度低、时间短。湿热灭菌法比干热灭菌法所需温度低、时间短。湿热灭菌法比干热灭菌法所需温度低、时间短。湿热灭菌法比干热灭菌法所需温度低、时间短。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燃烧灭菌法燃烧灭菌法燃烧灭菌法燃烧灭菌法burning sterilizationburning sterilizationburning sterilizationburning sterilization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1  1  1  1简单、迅速、彻底的灭菌法，简单、迅速、彻底的灭菌法，简单、迅速、彻底的灭菌法，简单、迅速、彻底的灭菌法，
  2  2  2  2对物品的破坏性大，故应用范围有限。对物品的破坏性大，故应用范围有限。对物品的破坏性大，故应用范围有限。对物品的破坏性大，故应用范围有限。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

  1  1  1  1无保留价值的污染物品（污纸敷料等）无保留价值的污染物品（污纸敷料等）无保留价值的污染物品（污纸敷料等）无保留价值的污染物品（污纸敷料等）

  2  2  2  2耐高温的器械（金属、搪瓷类）急用或无条件用其他方法耐高温的器械（金属、搪瓷类）急用或无条件用其他方法耐高温的器械（金属、搪瓷类）急用或无条件用其他方法耐高温的器械（金属、搪瓷类）急用或无条件用其他方法
消毒时可采用此法。消毒时可采用此法。消毒时可采用此法。消毒时可采用此法。

【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

  1  1  1  1将器械放在火焰上烧灼将器械放在火焰上烧灼将器械放在火焰上烧灼将器械放在火焰上烧灼1111－－－－2222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2  2  2  2搪瓷容器，可倒少量搪瓷容器，可倒少量搪瓷容器，可倒少量搪瓷容器，可倒少量95959595％％％％~100%~100%~100%~100%乙醇分布均匀，点火燃烧乙醇分布均匀，点火燃烧乙醇分布均匀，点火燃烧乙醇分布均匀，点火燃烧
至熄灭约至熄灭约至熄灭约至熄灭约1111－－－－2222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1  1  1  1注意安全，须远离易燃易爆物品注意安全，须远离易燃易爆物品注意安全，须远离易燃易爆物品注意安全，须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2  2  2  2燃烧过程不得添加乙醇燃烧过程不得添加乙醇燃烧过程不得添加乙醇燃烧过程不得添加乙醇                                                                                                                                                                                                                                                                    

  3  3  3  3锐利刀剪为保护刀锋，禁用燃烧灭菌法锐利刀剪为保护刀锋，禁用燃烧灭菌法锐利刀剪为保护刀锋，禁用燃烧灭菌法锐利刀剪为保护刀锋，禁用燃烧灭菌法



◆◆◆◆干烤消毒灭菌法干烤消毒灭菌法干烤消毒灭菌法干烤消毒灭菌法dryheat dryheat dryheat dryheat sterilizationsterilizationsterilizationsterilization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烤箱通电加热后的空气在一定空间不断对流，烤箱通电加热后的空气在一定空间不断对流，烤箱通电加热后的空气在一定空间不断对流，烤箱通电加热后的空气在一定空间不断对流，
产生热空气直接穿透物体，效果可靠。产生热空气直接穿透物体，效果可靠。产生热空气直接穿透物体，效果可靠。产生热空气直接穿透物体，效果可靠。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

高温下，不变质，不损坏，不蒸发，不燃烧的物品高温下，不变质，不损坏，不蒸发，不燃烧的物品高温下，不变质，不损坏，不蒸发，不燃烧的物品高温下，不变质，不损坏，不蒸发，不燃烧的物品
如玻璃金属器皿、瓷器、液体石腊、粉剂、油剂等如玻璃金属器皿、瓷器、液体石腊、粉剂、油剂等如玻璃金属器皿、瓷器、液体石腊、粉剂、油剂等如玻璃金属器皿、瓷器、液体石腊、粉剂、油剂等    

【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

        根据不同物品和不同要求以及烤箱类型确定温度和时间。根据不同物品和不同要求以及烤箱类型确定温度和时间。根据不同物品和不同要求以及烤箱类型确定温度和时间。根据不同物品和不同要求以及烤箱类型确定温度和时间。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注意安全，灭菌后待箱内温度降至注意安全，灭菌后待箱内温度降至注意安全，灭菌后待箱内温度降至注意安全，灭菌后待箱内温度降至50505050－－－－40404040℃                                            
    以下才能开启柜门，以防炸裂以下才能开启柜门，以防炸裂以下才能开启柜门，以防炸裂以下才能开启柜门，以防炸裂        



◆◆◆◆微波消毒灭菌法微波消毒灭菌法微波消毒灭菌法微波消毒灭菌法microwave sterilizationmicrowave sterilizationmicrowave sterilizationmicrowave sterilization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微波是一种高频电磁波，在电磁波的高频电场中，物品微波是一种高频电磁波，在电磁波的高频电场中，物品微波是一种高频电磁波，在电磁波的高频电场中，物品微波是一种高频电磁波，在电磁波的高频电场中，物品
产生分子内部剧烈运动，并频繁改变方向，互相摩擦，产生分子内部剧烈运动，并频繁改变方向，互相摩擦，产生分子内部剧烈运动，并频繁改变方向，互相摩擦，产生分子内部剧烈运动，并频繁改变方向，互相摩擦，
使温度迅速升高；达到消毒灭菌作用。使温度迅速升高；达到消毒灭菌作用。使温度迅速升高；达到消毒灭菌作用。使温度迅速升高；达到消毒灭菌作用。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食品、餐具、药品、耐热非金属物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食品、餐具、药品、耐热非金属物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食品、餐具、药品、耐热非金属物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食品、餐具、药品、耐热非金属物品
的消毒，用微波灭菌手术器械包、微生物实验室用品的消毒，用微波灭菌手术器械包、微生物实验室用品的消毒，用微波灭菌手术器械包、微生物实验室用品的消毒，用微波灭菌手术器械包、微生物实验室用品
等亦有报告。等亦有报告。等亦有报告。等亦有报告。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微波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性，其热效应可损伤睾丸、微波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性，其热效应可损伤睾丸、微波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性，其热效应可损伤睾丸、微波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性，其热效应可损伤睾丸、
眼睛晶状体等，长时间照射还可致神经功能紊乱。眼睛晶状体等，长时间照射还可致神经功能紊乱。眼睛晶状体等，长时间照射还可致神经功能紊乱。眼睛晶状体等，长时间照射还可致神经功能紊乱。
使用时可设置不透微波的金属屏障或戴特制防护眼境等使用时可设置不透微波的金属屏障或戴特制防护眼境等使用时可设置不透微波的金属屏障或戴特制防护眼境等使用时可设置不透微波的金属屏障或戴特制防护眼境等    



◆◆◆◆煮沸消毒法煮沸消毒法煮沸消毒法煮沸消毒法boiling boiling boiling boiling disinfectiondisinfectiondisinfectiondisinfection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方便、常用的消毒法方便、常用的消毒法方便、常用的消毒法方便、常用的消毒法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1%~2%1%~2%1%~2%1%~2%的碳酸氢钠，沸点可达的碳酸氢钠，沸点可达的碳酸氢钠，沸点可达的碳酸氢钠，沸点可达105105105105℃，，，，
还可去污防锈还可去污防锈还可去污防锈还可去污防锈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

        耐湿耐高温的搪瓷、金属、玻璃、橡胶类物品。耐湿耐高温的搪瓷、金属、玻璃、橡胶类物品。耐湿耐高温的搪瓷、金属、玻璃、橡胶类物品。耐湿耐高温的搪瓷、金属、玻璃、橡胶类物品。
    

【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

煮沸前物品涮洗干净，打开轴节或盖子，将其全部煮沸前物品涮洗干净，打开轴节或盖子，将其全部煮沸前物品涮洗干净，打开轴节或盖子，将其全部煮沸前物品涮洗干净，打开轴节或盖子，将其全部
浸入水中，然后加热煮沸至所需时间。浸入水中，然后加热煮沸至所需时间。浸入水中，然后加热煮沸至所需时间。浸入水中，然后加热煮沸至所需时间。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1111必须先清洁处理；必须先清洁处理；必须先清洁处理；必须先清洁处理；
2222确保物品各面与水接触确保物品各面与水接触确保物品各面与水接触确保物品各面与水接触    ，空腔需灌水，打开轴节或盖子，，空腔需灌水，打开轴节或盖子，，空腔需灌水，打开轴节或盖子，，空腔需灌水，打开轴节或盖子，
大小相同的碗、盆等均不能重叠；大小相同的碗、盆等均不能重叠；大小相同的碗、盆等均不能重叠；大小相同的碗、盆等均不能重叠；    
3333橡胶金属类纱布包裹，待水沸后放入橡胶金属类纱布包裹，待水沸后放入橡胶金属类纱布包裹，待水沸后放入橡胶金属类纱布包裹，待水沸后放入    ；；；；
4444玻璃搪瓷类物品用纱布包裹，放入冷水或温水中煮玻璃搪瓷类物品用纱布包裹，放入冷水或温水中煮玻璃搪瓷类物品用纱布包裹，放入冷水或温水中煮玻璃搪瓷类物品用纱布包裹，放入冷水或温水中煮        
5555消毒时间均从水沸后开始计时，中途加入物品须重新计时；消毒时间均从水沸后开始计时，中途加入物品须重新计时；消毒时间均从水沸后开始计时，中途加入物品须重新计时；消毒时间均从水沸后开始计时，中途加入物品须重新计时；
6666消毒后及时取出物品，保持其无菌状态消毒后及时取出物品，保持其无菌状态消毒后及时取出物品，保持其无菌状态消毒后及时取出物品，保持其无菌状态
7777经煮沸灭菌的物品。经煮沸灭菌的物品。经煮沸灭菌的物品。经煮沸灭菌的物品。““““无菌无菌无菌无菌””””有效期不超过有效期不超过有效期不超过有效期不超过6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压力压力压力压力蒸汽灭菌法蒸汽灭菌法蒸汽灭菌法蒸汽灭菌法autoclave sterilizationautoclave sterilizationautoclave sterilizationautoclave sterilization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灭菌法，利用高压和蒸汽释放的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灭菌法，利用高压和蒸汽释放的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灭菌法，利用高压和蒸汽释放的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灭菌法，利用高压和蒸汽释放的
潜热灭菌。压力可达潜热灭菌。压力可达潜热灭菌。压力可达潜热灭菌。压力可达137137137137千帕，温度可达到千帕，温度可达到千帕，温度可达到千帕，温度可达到132132132132℃，，，，
5~105~105~105~10mmmm可灭菌。但设备要求高，有小装量效应。可灭菌。但设备要求高，有小装量效应。可灭菌。但设备要求高，有小装量效应。可灭菌。但设备要求高，有小装量效应。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

        耐高压耐湿耐高温的搪瓷、金属、玻璃、橡胶类、耐高压耐湿耐高温的搪瓷、金属、玻璃、橡胶类、耐高压耐湿耐高温的搪瓷、金属、玻璃、橡胶类、耐高压耐湿耐高温的搪瓷、金属、玻璃、橡胶类、
敷料、溶液等物品。敷料、溶液等物品。敷料、溶液等物品。敷料、溶液等物品。

【用物分类】【用物分类】【用物分类】【用物分类】

1111下排气压力蒸汽灭菌器，下排气压力蒸汽灭菌器，下排气压力蒸汽灭菌器，下排气压力蒸汽灭菌器，
又分为手提式、卧式又分为手提式、卧式又分为手提式、卧式又分为手提式、卧式    ，，，，
借助蒸汽迫使冷空气排出；借助蒸汽迫使冷空气排出；借助蒸汽迫使冷空气排出；借助蒸汽迫使冷空气排出；
2222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        ，，，，
抽成真空后输入蒸汽抽成真空后输入蒸汽抽成真空后输入蒸汽抽成真空后输入蒸汽        。。。。                                                                                                                                                                                                                                        



◆◆◆◆压力压力压力压力蒸汽灭菌法蒸汽灭菌法蒸汽灭菌法蒸汽灭菌法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1111无菌包不宜过大（小于无菌包不宜过大（小于无菌包不宜过大（小于无菌包不宜过大（小于30303030cmcmcmcm××××30cm30cm30cm30cm××××25cm25cm25cm25cm），），），），
各包裹间要有间隙，各包裹间要有间隙，各包裹间要有间隙，各包裹间要有间隙，    
2222消毒前，打开贮槽或盒的通气孔，取出后立即关闭消毒前，打开贮槽或盒的通气孔，取出后立即关闭消毒前，打开贮槽或盒的通气孔，取出后立即关闭消毒前，打开贮槽或盒的通气孔，取出后立即关闭    
3333布类物品应放在金属类物品上布类物品应放在金属类物品上布类物品应放在金属类物品上布类物品应放在金属类物品上    
4444灭菌物品待干燥后才可取出灭菌物品待干燥后才可取出灭菌物品待干燥后才可取出灭菌物品待干燥后才可取出
5555随时观察压力、温度情况随时观察压力、温度情况随时观察压力、温度情况随时观察压力、温度情况
6666定期检查灭菌效果定期检查灭菌效果定期检查灭菌效果定期检查灭菌效果    

【效果监测】【效果监测】【效果监测】【效果监测】
1111物理监测法物理监测法物理监测法物理监测法--------150150150150或或或或200200200200℃留点温度计留点温度计留点温度计留点温度计
安装在灭菌器上的量器、指示针、报警器安装在灭菌器上的量器、指示针、报警器安装在灭菌器上的量器、指示针、报警器安装在灭菌器上的量器、指示针、报警器

2222化学监测法化学监测法化学监测法化学监测法
--------常用试剂有苯甲酸（熔点常用试剂有苯甲酸（熔点常用试剂有苯甲酸（熔点常用试剂有苯甲酸（熔点121121121121－－－－123123123123℃））））
--------化学指示胶带化学指示胶带化学指示胶带化学指示胶带
121℃经经经经20分钟，分钟，分钟，分钟，130℃经经经经4分钟后，胶带分钟后，胶带分钟后，胶带分钟后，胶带100％变色。％变色。％变色。％变色。
--------化学指示卡化学指示卡化学指示卡化学指示卡

3333生物监测法，生物监测法，生物监测法，生物监测法，最可靠最可靠最可靠最可靠    
非制病性嗜热脂肪杆菌芽孢菌片非制病性嗜热脂肪杆菌芽孢菌片非制病性嗜热脂肪杆菌芽孢菌片非制病性嗜热脂肪杆菌芽孢菌片10101010个，个，个，个，
培养培养培养培养48484848小时至一周，均无细菌生长。小时至一周，均无细菌生长。小时至一周，均无细菌生长。小时至一周，均无细菌生长。                                                                            



◆◆◆◆日光暴晒消毒法日光暴晒消毒法日光暴晒消毒法日光暴晒消毒法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

床垫、床褥、衣物、书籍等不能耐湿耐高温物品的消毒。床垫、床褥、衣物、书籍等不能耐湿耐高温物品的消毒。床垫、床褥、衣物、书籍等不能耐湿耐高温物品的消毒。床垫、床褥、衣物、书籍等不能耐湿耐高温物品的消毒。

【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

    物品日光直射下暴晒物品日光直射下暴晒物品日光直射下暴晒物品日光直射下暴晒6666小时，翻动小时，翻动小时，翻动小时，翻动



◆◆◆◆紫外线灯消毒法紫外线灯消毒法紫外线灯消毒法紫外线灯消毒法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使蛋白变性，使蛋白变性，使蛋白变性，使蛋白变性，DNADNADNADNA失去转化能力，降低氧化酶活性，失去转化能力，降低氧化酶活性，失去转化能力，降低氧化酶活性，失去转化能力，降低氧化酶活性，
氧电离产生臭氧杀菌。氧电离产生臭氧杀菌。氧电离产生臭氧杀菌。氧电离产生臭氧杀菌。
紫外线穿透性差，不能透过玻璃，尘埃，纸张和固体物质紫外线穿透性差，不能透过玻璃，尘埃，纸张和固体物质紫外线穿透性差，不能透过玻璃，尘埃，纸张和固体物质紫外线穿透性差，不能透过玻璃，尘埃，纸张和固体物质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

空气消毒、物品表面消毒灭菌空气消毒、物品表面消毒灭菌空气消毒、物品表面消毒灭菌空气消毒、物品表面消毒灭菌                                                                                                                                                        
【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

1111空气消毒时，室内每空气消毒时，室内每空气消毒时，室内每空气消毒时，室内每10101010mmmm2 2 2 2 安装安装安装安装30303030WWWW紫外线灯管紫外线灯管紫外线灯管紫外线灯管1111支，支，支，支，
有效距离不超过有效距离不超过有效距离不超过有效距离不超过2222mmmm，，，，照射时间为照射时间为照射时间为照射时间为30~6030~6030~6030~60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照射前照射前照射前照射前室内清洁室内清洁室内清洁室内清洁，照射时关闭门窗，停止人员走动。，照射时关闭门窗，停止人员走动。，照射时关闭门窗，停止人员走动。，照射时关闭门窗，停止人员走动。

    2物品消毒时，物品消毒时，物品消毒时，物品消毒时，30W，，，，有效照射距离有效照射距离有效照射距离有效照射距离25~~~~60cm，，，，时间时间时间时间25~~~~30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物品要摊开或挂起，扩大照射面。物品要摊开或挂起，扩大照射面。物品要摊开或挂起，扩大照射面。物品要摊开或挂起，扩大照射面。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1111保持灯管清洁，无水乙醇擦拭。保持灯管清洁，无水乙醇擦拭。保持灯管清洁，无水乙醇擦拭。保持灯管清洁，无水乙醇擦拭。
2222物品定时翻动。物品定时翻动。物品定时翻动。物品定时翻动。
3333注意眼睛、皮肤的保护。注意眼睛、皮肤的保护。注意眼睛、皮肤的保护。注意眼睛、皮肤的保护。
4444适宜室温为适宜室温为适宜室温为适宜室温为20~4020~4020~4020~40℃，适宜湿度，适宜湿度，适宜湿度，适宜湿度40~60%40~60%40~60%40~60%。。。。
5555应从灯亮应从灯亮应从灯亮应从灯亮5555－－－－7777分钟后开始计时，分钟后开始计时，分钟后开始计时，分钟后开始计时，照射后通风换气再使用照射后通风换气再使用照射后通风换气再使用照射后通风换气再使用                                        
应间隔应间隔应间隔应间隔3~43~43~43~4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6666定时检测照射强度，定时检测照射强度，定时检测照射强度，定时检测照射强度，3~63~63~63~6个月，建立使用登记卡。个月，建立使用登记卡。个月，建立使用登记卡。个月，建立使用登记卡。
＜＜＜＜70μμμμW／／／／cm2 或＞或＞或＞或＞1000小时应更换。小时应更换。小时应更换。小时应更换。
7定期空气细菌培养定期空气细菌培养定期空气细菌培养定期空气细菌培养



◆◆◆◆臭氧灭菌灯（电子灭菌灯）消毒法臭氧灭菌灯（电子灭菌灯）消毒法臭氧灭菌灯（电子灭菌灯）消毒法臭氧灭菌灯（电子灭菌灯）消毒法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在电场作用下，将空气中的氧气转换成高纯臭氧。在电场作用下，将空气中的氧气转换成高纯臭氧。在电场作用下，将空气中的氧气转换成高纯臭氧。在电场作用下，将空气中的氧气转换成高纯臭氧。
臭氧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氧化作用而杀菌。臭氧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氧化作用而杀菌。臭氧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氧化作用而杀菌。臭氧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氧化作用而杀菌。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注意要点】

1使用灭菌灯时，关闭门窗，确保消毒效果。使用灭菌灯时，关闭门窗，确保消毒效果。使用灭菌灯时，关闭门窗，确保消毒效果。使用灭菌灯时，关闭门窗，确保消毒效果。
2用于空气消毒时，人员须离开现场，用于空气消毒时，人员须离开现场，用于空气消毒时，人员须离开现场，用于空气消毒时，人员须离开现场，
消毒结束后消毒结束后消毒结束后消毒结束后20~~~~30分钟方可进入。分钟方可进入。分钟方可进入。分钟方可进入。



◆◆◆◆电离辐射灭菌法电离辐射灭菌法电离辐射灭菌法电离辐射灭菌法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应用放射性同位素rrrr源或直线加速器发生的高能量源或直线加速器发生的高能量源或直线加速器发生的高能量源或直线加速器发生的高能量
电子束进行灭菌电子束进行灭菌电子束进行灭菌电子束进行灭菌....又称又称又称又称““““冷灭菌冷灭菌冷灭菌冷灭菌””””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
忌热物品的常温灭菌方法。忌热物品的常温灭菌方法。忌热物品的常温灭菌方法。忌热物品的常温灭菌方法。



◆◆◆◆过滤除菌过滤除菌过滤除菌过滤除菌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通过孔隙小于通过孔隙小于通过孔隙小于通过孔隙小于0.20.20.20.2μμμμ的高效过滤器，的高效过滤器，的高效过滤器，的高效过滤器，
利用物理阻留、静电吸附等原理除去利用物理阻留、静电吸附等原理除去利用物理阻留、静电吸附等原理除去利用物理阻留、静电吸附等原理除去0.5~50.5~50.5~50.5~5umumumum的尘埃的尘埃的尘埃的尘埃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适用情况】
主要运用于空气过滤除菌，减少空气中的细菌数。主要运用于空气过滤除菌，减少空气中的细菌数。主要运用于空气过滤除菌，减少空气中的细菌数。主要运用于空气过滤除菌，减少空气中的细菌数。
适用于无菌护理室、无菌手术室等。适用于无菌护理室、无菌手术室等。适用于无菌护理室、无菌手术室等。适用于无菌护理室、无菌手术室等。    



请      及       时      复        习！



Method Method Method Method             化学消毒灭菌法化学消毒灭菌法化学消毒灭菌法化学消毒灭菌法

【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1111、使菌体蛋白凝固变性：酒精、碘酊、使菌体蛋白凝固变性：酒精、碘酊、使菌体蛋白凝固变性：酒精、碘酊、使菌体蛋白凝固变性：酒精、碘酊

2222、酶蛋白失去活性：漂白粉、甲醛、碘伏、酶蛋白失去活性：漂白粉、甲醛、碘伏、酶蛋白失去活性：漂白粉、甲醛、碘伏、酶蛋白失去活性：漂白粉、甲醛、碘伏

3333、改变通透性：新洁而灭、洗必泰、碘伏、改变通透性：新洁而灭、洗必泰、碘伏、改变通透性：新洁而灭、洗必泰、碘伏、改变通透性：新洁而灭、洗必泰、碘伏

【理想条件】【理想条件】【理想条件】【理想条件】

杀菌谱广；有效浓度低；作用速度快、时间长；杀菌谱广；有效浓度低；作用速度快、时间长；杀菌谱广；有效浓度低；作用速度快、时间长；杀菌谱广；有效浓度低；作用速度快、时间长；
性质稳定；易溶于水；可在低温下使用；不受理性质稳定；易溶于水；可在低温下使用；不受理性质稳定；易溶于水；可在低温下使用；不受理性质稳定；易溶于水；可在低温下使用；不受理
化因素影响；无刺激性、腐蚀性、过敏反应；无化因素影响；无刺激性、腐蚀性、过敏反应；无化因素影响；无刺激性、腐蚀性、过敏反应；无化因素影响；无刺激性、腐蚀性、过敏反应；无
色无味无臭；安全无危险；价格低廉色无味无臭；安全无危险；价格低廉色无味无臭；安全无危险；价格低廉色无味无臭；安全无危险；价格低廉……………………

【使用原则】【使用原则】【使用原则】【使用原则】

1111、选择合适的消毒剂、选择合适的消毒剂、选择合适的消毒剂、选择合适的消毒剂

2222、严格掌握有效浓度、时间及方法、严格掌握有效浓度、时间及方法、严格掌握有效浓度、时间及方法、严格掌握有效浓度、时间及方法

3333、消毒剂定期更换，监测并调整浓度、消毒剂定期更换，监测并调整浓度、消毒剂定期更换，监测并调整浓度、消毒剂定期更换，监测并调整浓度

4444、消毒液中禁止投放纱布、棉花等物、消毒液中禁止投放纱布、棉花等物、消毒液中禁止投放纱布、棉花等物、消毒液中禁止投放纱布、棉花等物

5555、浸泡消毒前物品洗净擦干、浸泡消毒前物品洗净擦干、浸泡消毒前物品洗净擦干、浸泡消毒前物品洗净擦干

6666、使用前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干净、使用前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干净、使用前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干净、使用前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干净

【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使用方法】

1111、、、、浸泡法浸泡法浸泡法浸泡法immersionimmersionimmersionimmersion::::耐湿不耐热的物品；洗净擦干，耐湿不耐热的物品；洗净擦干，耐湿不耐热的物品；洗净擦干，耐湿不耐热的物品；洗净擦干，
与消毒液充分接触，规定浓度与时间与消毒液充分接触，规定浓度与时间与消毒液充分接触，规定浓度与时间与消毒液充分接触，规定浓度与时间

2222、、、、擦拭法擦拭法擦拭法擦拭法rubbingrubbingrubbingrubbing::::物品或皮肤表面物品或皮肤表面物品或皮肤表面物品或皮肤表面;;;;直接擦拭直接擦拭直接擦拭直接擦拭

3333、、、、喷雾喷雾喷雾喷雾nebulizationnebulizationnebulizationnebulization::::空气或物体表面；喷雾器喷洒空气或物体表面；喷雾器喷洒空气或物体表面；喷雾器喷洒空气或物体表面；喷雾器喷洒

4444、、、、熏蒸法熏蒸法熏蒸法熏蒸法fumingationfumingationfumingationfumingation::::空气或不耐热不耐湿的物品；空气或不耐热不耐湿的物品；空气或不耐热不耐湿的物品；空气或不耐热不耐湿的物品；    
密闭空间密闭空间密闭空间密闭空间

【常用化学消毒剂】【常用化学消毒剂】【常用化学消毒剂】【常用化学消毒剂】

戊二醛戊二醛戊二醛戊二醛：高效。灭活菌体蛋白。：高效。灭活菌体蛋白。：高效。灭活菌体蛋白。：高效。灭活菌体蛋白。2222％碱性戊二醛浸泡不％碱性戊二醛浸泡不％碱性戊二醛浸泡不％碱性戊二醛浸泡不
耐高温的金属器械、仪器、内窥镜等，消毒耐高温的金属器械、仪器、内窥镜等，消毒耐高温的金属器械、仪器、内窥镜等，消毒耐高温的金属器械、仪器、内窥镜等，消毒10101010～～～～30303030minminminmin。。。。
灭菌需灭菌需灭菌需灭菌需4444～～～～10101010hhhh。。。。    ★★★★消毒液过滤消毒液过滤消毒液过滤消毒液过滤qwqwqwqw，，，，更换更换更换更换q2wq2wq2wq2w。。。。

甲醛甲醛甲醛甲醛：高效。原理：高效。原理：高效。原理：高效。原理1111、、、、2222。。。。40404040％甲醛熏蒸消毒空气和某％甲醛熏蒸消毒空气和某％甲醛熏蒸消毒空气和某％甲醛熏蒸消毒空气和某
些物品；些物品；些物品；些物品；10101010％浸泡器械；％浸泡器械；％浸泡器械；％浸泡器械；4444～～～～10101010％固定标本。％固定标本。％固定标本。％固定标本。    ★★★★穿透穿透穿透穿透
力弱，力弱，力弱，力弱，    ★★★★对人有一定毒性，注意防护。对人有一定毒性，注意防护。对人有一定毒性，注意防护。对人有一定毒性，注意防护。

环氧乙烷环氧乙烷环氧乙烷环氧乙烷：高效气体消毒剂（：高效气体消毒剂（：高效气体消毒剂（：高效气体消毒剂（10.810.810.810.8℃）。原理）。原理）。原理）。原理2222。用于。用于。用于。用于
精密仪器、化纤、器械的消毒。精密仪器、化纤、器械的消毒。精密仪器、化纤、器械的消毒。精密仪器、化纤、器械的消毒。    ★★★★需专用的丁基橡胶需专用的丁基橡胶需专用的丁基橡胶需专用的丁基橡胶
袋或灭菌柜。袋或灭菌柜。袋或灭菌柜。袋或灭菌柜。    ★★★★易燃易爆，专人操作。易燃易爆，专人操作。易燃易爆，专人操作。易燃易爆，专人操作。

过氧乙酸过氧乙酸过氧乙酸过氧乙酸：高效。使菌体蛋白氧化。：高效。使菌体蛋白氧化。：高效。使菌体蛋白氧化。：高效。使菌体蛋白氧化。0.20.20.20.2％消毒手；％消毒手；％消毒手；％消毒手；0.50.50.50.5
％浸泡餐具；％浸泡餐具；％浸泡餐具；％浸泡餐具；0.20.20.20.2～～～～0.50.50.50.5％擦拭或浸泡；％擦拭或浸泡；％擦拭或浸泡；％擦拭或浸泡；2222％熏蒸。％熏蒸。％熏蒸。％熏蒸。    ★★★★对对对对
金属有腐蚀性；金属有腐蚀性；金属有腐蚀性；金属有腐蚀性；    ★★★★需现配现用。需现配现用。需现配现用。需现配现用。

含氯消毒剂含氯消毒剂含氯消毒剂含氯消毒剂：中、高效，能杀灭各种致病菌、病毒和芽：中、高效，能杀灭各种致病菌、病毒和芽：中、高效，能杀灭各种致病菌、病毒和芽：中、高效，能杀灭各种致病菌、病毒和芽
胞。原理胞。原理胞。原理胞。原理2222。浸泡餐具、便具；喷洒或擦拭物品表面；。浸泡餐具、便具；喷洒或擦拭物品表面；。浸泡餐具、便具；喷洒或擦拭物品表面；。浸泡餐具、便具；喷洒或擦拭物品表面；
排泄物消毒（干粪排泄物消毒（干粪排泄物消毒（干粪排泄物消毒（干粪1111：：：：5555；尿液；尿液；尿液；尿液1111g:100ml)g:100ml)g:100ml)g:100ml)。。。。    ★★★★密闭避密闭避密闭避密闭避
光，光，光，光，    ★★★★现配现用，现配现用，现配现用，现配现用，    ★★★★有腐蚀性，有腐蚀性，有腐蚀性，有腐蚀性，    ★★★★更换更换更换更换q3dq3dq3dq3d。。。。

乙醇乙醇乙醇乙醇：中效。原理：中效。原理：中效。原理：中效。原理1111。对肝炎病毒及芽胞无效。。对肝炎病毒及芽胞无效。。对肝炎病毒及芽胞无效。。对肝炎病毒及芽胞无效。70707070～～～～75757575
％用于物品表面及皮肤消毒；％用于物品表面及皮肤消毒；％用于物品表面及皮肤消毒；％用于物品表面及皮肤消毒；95959595％燃烧灭菌。％燃烧灭菌。％燃烧灭菌。％燃烧灭菌。★★★★消毒用消毒用消毒用消毒用
浓度不超过浓度不超过浓度不超过浓度不超过80808080％；％；％；％；    ★★★★定期测浓度；定期测浓度；定期测浓度；定期测浓度；    ★★★★易燃，注意安易燃，注意安易燃，注意安易燃，注意安
全；全；全；全；    ★★★★不宜用于创面及粘膜消毒。不宜用于创面及粘膜消毒。不宜用于创面及粘膜消毒。不宜用于创面及粘膜消毒。

碘酊碘酊碘酊碘酊：中效。原理：中效。原理：中效。原理：中效。原理1111、、、、2222。对细菌、真菌、病毒均有杀灭。对细菌、真菌、病毒均有杀灭。对细菌、真菌、病毒均有杀灭。对细菌、真菌、病毒均有杀灭
作用。用于手术和注射部位皮肤消毒，也可用于体温表作用。用于手术和注射部位皮肤消毒，也可用于体温表作用。用于手术和注射部位皮肤消毒，也可用于体温表作用。用于手术和注射部位皮肤消毒，也可用于体温表
的消毒。的消毒。的消毒。的消毒。    ★★★★需脱碘；需脱碘；需脱碘；需脱碘；    ★★★★不适宜创面；不适宜创面；不适宜创面；不适宜创面；    ★★★★对金属有腐对金属有腐对金属有腐对金属有腐
蚀性；蚀性；蚀性；蚀性；    ★★★★密闭保存。密闭保存。密闭保存。密闭保存。

碘伏碘伏碘伏碘伏：中效，能杀灭细菌、病毒。原理：中效，能杀灭细菌、病毒。原理：中效，能杀灭细菌、病毒。原理：中效，能杀灭细菌、病毒。原理2222、、、、3333。。。。0.50.50.50.5～～～～2222％％％％
用于手术部位及皮肤消毒；用于手术部位及皮肤消毒；用于手术部位及皮肤消毒；用于手术部位及皮肤消毒；0.10.10.10.1％用于体温计消毒；％用于体温计消毒；％用于体温计消毒；％用于体温计消毒；0.050.050.050.05
％用于创面消毒。％用于创面消毒。％用于创面消毒。％用于创面消毒。    ★★★★无需脱碘；无需脱碘；无需脱碘；无需脱碘；    ★★★★密闭避光保存，现密闭避光保存，现密闭避光保存，现密闭避光保存，现
配现用。配现用。配现用。配现用。

苯扎溴铵（新洁而灭）：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低效，对苯扎溴铵（新洁而灭）：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低效，对苯扎溴铵（新洁而灭）：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低效，对苯扎溴铵（新洁而灭）：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低效，对
TBTBTBTB杆菌、芽胞和亲水性杆菌、芽胞和亲水性杆菌、芽胞和亲水性杆菌、芽胞和亲水性vvvv无效。原理无效。原理无效。原理无效。原理1111、、、、3333。。。。0.010.010.010.01～～～～0.050.050.050.05％％％％
消毒粘膜；消毒粘膜；消毒粘膜；消毒粘膜；0.10.10.10.1～～～～0.20.20.20.2％消毒皮肤、浸泡金属器械。％消毒皮肤、浸泡金属器械。％消毒皮肤、浸泡金属器械。％消毒皮肤、浸泡金属器械。    ★★★★与与与与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有拮抗作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有拮抗作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有拮抗作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有拮抗作用；    ★★★★有吸附作用；有吸附作用；有吸附作用；有吸附作用；    ★★★★不不不不
适于铝制品消毒。适于铝制品消毒。适于铝制品消毒。适于铝制品消毒。

氯己定（洗必泰）氯己定（洗必泰）氯己定（洗必泰）氯己定（洗必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低效，对芽胞、：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低效，对芽胞、：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低效，对芽胞、：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低效，对芽胞、
分枝杆菌和病毒无效分枝杆菌和病毒无效分枝杆菌和病毒无效分枝杆菌和病毒无效。。。。原理原理原理原理2222、、、、3333。。。。0.020.020.020.02～～～～0.10.10.10.1％浸泡手％浸泡手％浸泡手％浸泡手
3333minminminmin；；；；0.010.010.010.01～～～～0.10.10.10.1％％％％消毒创面；消毒创面；消毒创面；消毒创面；0.10.10.10.1％浸泡体温表。％浸泡体温表。％浸泡体温表。％浸泡体温表。    ★★★★与与与与
碘、碘化物、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及金属药物均有有拮抗作碘、碘化物、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及金属药物均有有拮抗作碘、碘化物、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及金属药物均有有拮抗作碘、碘化物、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及金属药物均有有拮抗作
用；用；用；用；    ★★★★有吸附作用。有吸附作用。有吸附作用。有吸附作用。



�按化学成分与性质分：按化学成分与性质分：按化学成分与性质分：按化学成分与性质分：

含氯消毒剂、过氧化物类、醛类、烷基化气体含氯消毒剂、过氧化物类、醛类、烷基化气体含氯消毒剂、过氧化物类、醛类、烷基化气体含氯消毒剂、过氧化物类、醛类、烷基化气体

类、醇类、碘类、季铵盐类、酚类和其他等类、醇类、碘类、季铵盐类、酚类和其他等类、醇类、碘类、季铵盐类、酚类和其他等类、醇类、碘类、季铵盐类、酚类和其他等

�按作用水平分：按作用水平分：按作用水平分：按作用水平分：

•高效消毒剂高效消毒剂高效消毒剂高效消毒剂：杀灭一切微生物：杀灭一切微生物：杀灭一切微生物：杀灭一切微生物

•中效消毒剂中效消毒剂中效消毒剂中效消毒剂：杀灭除芽胞外的一切微生物：杀灭除芽胞外的一切微生物：杀灭除芽胞外的一切微生物：杀灭除芽胞外的一切微生物

•低效消毒剂低效消毒剂低效消毒剂低效消毒剂：只能杀灭细菌繁殖体、真菌、亲脂：只能杀灭细菌繁殖体、真菌、亲脂：只能杀灭细菌繁殖体、真菌、亲脂：只能杀灭细菌繁殖体、真菌、亲脂

性病毒。性病毒。性病毒。性病毒。

化学消毒剂分类化学消毒剂分类化学消毒剂分类化学消毒剂分类化学消毒剂分类化学消毒剂分类化学消毒剂分类化学消毒剂分类



医院清洁、消毒、灭菌医院清洁、消毒、灭菌医院清洁、消毒、灭菌医院清洁、消毒、灭菌

【物品危险性分类】【物品危险性分类】【物品危险性分类】【物品危险性分类】

高危高危高危高危：进入无菌组织、器官或与创面接触的物品。：进入无菌组织、器官或与创面接触的物品。：进入无菌组织、器官或与创面接触的物品。：进入无菌组织、器官或与创面接触的物品。

中危中危中危中危：不进入无菌组织、仅和皮肤、粘膜表面接触的物品。：不进入无菌组织、仅和皮肤、粘膜表面接触的物品。：不进入无菌组织、仅和皮肤、粘膜表面接触的物品。：不进入无菌组织、仅和皮肤、粘膜表面接触的物品。

低危低危低危低危：不进入组织、不接触粘膜、仅直接或间接与健康无：不进入组织、不接触粘膜、仅直接或间接与健康无：不进入组织、不接触粘膜、仅直接或间接与健康无：不进入组织、不接触粘膜、仅直接或间接与健康无
损的皮肤接触的物品。损的皮肤接触的物品。损的皮肤接触的物品。损的皮肤接触的物品。

【消毒灭菌方法选择原则】【消毒灭菌方法选择原则】【消毒灭菌方法选择原则】【消毒灭菌方法选择原则】

1111、、、、根据物品危险程度根据物品危险程度根据物品危险程度根据物品危险程度：高危－灭菌；中危－消毒；低危－：高危－灭菌；中危－消毒；低危－：高危－灭菌；中危－消毒；低危－：高危－灭菌；中危－消毒；低危－
低效消毒或清洁。低效消毒或清洁。低效消毒或清洁。低效消毒或清洁。

2222、、、、根据微生物种类、数量根据微生物种类、数量根据微生物种类、数量根据微生物种类、数量：致病性芽孢、真菌孢子、危险：致病性芽孢、真菌孢子、危险：致病性芽孢、真菌孢子、危险：致病性芽孢、真菌孢子、危险

程度大的病毒－灭菌或高效消毒；致病菌、真菌、亲水病程度大的病毒－灭菌或高效消毒；致病菌、真菌、亲水病程度大的病毒－灭菌或高效消毒；致病菌、真菌、亲水病程度大的病毒－灭菌或高效消毒；致病菌、真菌、亲水病

毒－中效以上；一般细菌、亲脂性病毒－中、低效消毒。毒－中效以上；一般细菌、亲脂性病毒－中、低效消毒。毒－中效以上；一般细菌、亲脂性病毒－中、低效消毒。毒－中效以上；一般细菌、亲脂性病毒－中、低效消毒。

3333、、、、根据物品性质根据物品性质根据物品性质根据物品性质：耐热耐湿－高压蒸汽；耐湿－浸泡；不：耐热耐湿－高压蒸汽；耐湿－浸泡；不：耐热耐湿－高压蒸汽；耐湿－浸泡；不：耐热耐湿－高压蒸汽；耐湿－浸泡；不

耐热不耐湿－熏蒸、环氧乙烷。耐热不耐湿－熏蒸、环氧乙烷。耐热不耐湿－熏蒸、环氧乙烷。耐热不耐湿－熏蒸、环氧乙烷。

4444、、、、消毒程序消毒程序消毒程序消毒程序：传染病人物品需经消毒：传染病人物品需经消毒：传染病人物品需经消毒：传染病人物品需经消毒→→→→清洗清洗清洗清洗→→→→消毒灭菌。消毒灭菌。消毒灭菌。消毒灭菌。

【医院日常清洁消毒灭菌】【医院日常清洁消毒灭菌】【医院日常清洁消毒灭菌】【医院日常清洁消毒灭菌】

1111、医院环境：清洁，消毒剂擦拭、喷洒。、医院环境：清洁，消毒剂擦拭、喷洒。、医院环境：清洁，消毒剂擦拭、喷洒。、医院环境：清洁，消毒剂擦拭、喷洒。
2222、空气净化：减少人员走动；湿式清扫；通风换气；紫、空气净化：减少人员走动；湿式清扫；通风换气；紫、空气净化：减少人员走动；湿式清扫；通风换气；紫、空气净化：减少人员走动；湿式清扫；通风换气；紫
外线照射；特殊病房层流。外线照射；特殊病房层流。外线照射；特殊病房层流。外线照射；特殊病房层流。
3333、预防性和疫源性消毒：根据有无发现传染源决定。、预防性和疫源性消毒：根据有无发现传染源决定。、预防性和疫源性消毒：根据有无发现传染源决定。、预防性和疫源性消毒：根据有无发现传染源决定。
4444、被服类：光照、热力、熏蒸、环氧乙烷。、被服类：光照、热力、熏蒸、环氧乙烷。、被服类：光照、热力、熏蒸、环氧乙烷。、被服类：光照、热力、熏蒸、环氧乙烷。
5555、皮肤粘膜：加强手的清洗消毒；病人根据部位选择消、皮肤粘膜：加强手的清洗消毒；病人根据部位选择消、皮肤粘膜：加强手的清洗消毒；病人根据部位选择消、皮肤粘膜：加强手的清洗消毒；病人根据部位选择消
毒剂。毒剂。毒剂。毒剂。
6666、器械物品：根据危险性及物品性质选择适当方法。、器械物品：根据危险性及物品性质选择适当方法。、器械物品：根据危险性及物品性质选择适当方法。、器械物品：根据危险性及物品性质选择适当方法。

【效果监测与评价】【效果监测与评价】【效果监测与评价】【效果监测与评价】

1111、环境、物品表面、医务人员手消毒标准；、环境、物品表面、医务人员手消毒标准；、环境、物品表面、医务人员手消毒标准；、环境、物品表面、医务人员手消毒标准；

2222、医疗物品消毒效果监测；、医疗物品消毒效果监测；、医疗物品消毒效果监测；、医疗物品消毒效果监测；

3333、消毒液监测；、消毒液监测；、消毒液监测；、消毒液监测；

4444、压力蒸汽灭菌效果监测、压力蒸汽灭菌效果监测、压力蒸汽灭菌效果监测、压力蒸汽灭菌效果监测

5555、紫外线消毒效果监测；、紫外线消毒效果监测；、紫外线消毒效果监测；、紫外线消毒效果监测；

6666、餐具消毒效果监测；、餐具消毒效果监测；、餐具消毒效果监测；、餐具消毒效果监测；

7777、卫生洁具消毒效果监测；、卫生洁具消毒效果监测；、卫生洁具消毒效果监测；、卫生洁具消毒效果监测；

8888、衣物、医用污物消毒效果监测。、衣物、医用污物消毒效果监测。、衣物、医用污物消毒效果监测。、衣物、医用污物消毒效果监测。



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asepetic asepetic asepetic asepetic techniquetechniquetechniquetechnique::::是指在医疗、护理操作中，是指在医疗、护理操作中，是指在医疗、护理操作中，是指在医疗、护理操作中，
防止一切微生物侵入机体和防止无菌物品、无菌区域被污防止一切微生物侵入机体和防止无菌物品、无菌区域被污防止一切微生物侵入机体和防止无菌物品、无菌区域被污防止一切微生物侵入机体和防止无菌物品、无菌区域被污
染的操作技术。染的操作技术。染的操作技术。染的操作技术。

无菌区无菌区无菌区无菌区aseptic areaaseptic areaaseptic areaaseptic area::::指经过灭菌处理而未被污染的区域。指经过灭菌处理而未被污染的区域。指经过灭菌处理而未被污染的区域。指经过灭菌处理而未被污染的区域。

非无菌区非无菌区非无菌区非无菌区non-non-non-non-    aseptic areaaseptic areaaseptic areaaseptic area::::指未经灭菌处理或虽经灭菌指未经灭菌处理或虽经灭菌指未经灭菌处理或虽经灭菌指未经灭菌处理或虽经灭菌
处理但又被污染的区域。处理但又被污染的区域。处理但又被污染的区域。处理但又被污染的区域。

无菌物品无菌物品无菌物品无菌物品aseptic supplyaseptic supplyaseptic supplyaseptic supply::::指经过灭菌处理后还处于无菌无指经过灭菌处理后还处于无菌无指经过灭菌处理后还处于无菌无指经过灭菌处理后还处于无菌无
菌状态的物品。菌状态的物品。菌状态的物品。菌状态的物品。



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

【操作原则】【操作原则】【操作原则】【操作原则】

1111、、、、环境要求环境要求环境要求环境要求：清洁宽敞，减少走动，避免尘埃飞扬。：清洁宽敞，减少走动，避免尘埃飞扬。：清洁宽敞，减少走动，避免尘埃飞扬。：清洁宽敞，减少走动，避免尘埃飞扬。

2222、、、、人员要求人员要求人员要求人员要求：衣帽整洁，修剪指甲、洗手。：衣帽整洁，修剪指甲、洗手。：衣帽整洁，修剪指甲、洗手。：衣帽整洁，修剪指甲、洗手。

3333、、、、区域、物品区分区域、物品区分区域、物品区分区域、物品区分：严格区分无菌、非无菌区域（物品）。：严格区分无菌、非无菌区域（物品）。：严格区分无菌、非无菌区域（物品）。：严格区分无菌、非无菌区域（物品）。

4444、、、、物品保管物品保管物品保管物品保管：无菌、非无菌物品分别放置；无菌物品不可：无菌、非无菌物品分别放置；无菌物品不可：无菌、非无菌物品分别放置；无菌物品不可：无菌、非无菌物品分别放置；无菌物品不可
暴露于空气中；无菌包的有效期限暴露于空气中；无菌包的有效期限暴露于空气中；无菌包的有效期限暴露于空气中；无菌包的有效期限7777dddd。。。。

5555、、、、操作中保持无菌操作中保持无菌操作中保持无菌操作中保持无菌：身体与无菌区保持一定距离；取放无：身体与无菌区保持一定距离；取放无：身体与无菌区保持一定距离；取放无：身体与无菌区保持一定距离；取放无
菌物品使用持物钳，面向无菌区；不可跨越无菌区；不可面菌物品使用持物钳，面向无菌区；不可跨越无菌区；不可面菌物品使用持物钳，面向无菌区；不可跨越无菌区；不可面菌物品使用持物钳，面向无菌区；不可跨越无菌区；不可面
对无菌区谈笑；一经取出不可放回；疑（已）有污染重新更对无菌区谈笑；一经取出不可放回；疑（已）有污染重新更对无菌区谈笑；一经取出不可放回；疑（已）有污染重新更对无菌区谈笑；一经取出不可放回；疑（已）有污染重新更
换。换。换。换。

6666、防止交叉感染：一份无菌物品只供一人使用。、防止交叉感染：一份无菌物品只供一人使用。、防止交叉感染：一份无菌物品只供一人使用。、防止交叉感染：一份无菌物品只供一人使用。



请      及       时      复        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