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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锈剂在医疗器械清洗应用中的效果观察

;22$&*&

<

(2'.-#',%(/,'("&+,*"$"

1

(2%,0$&*+$"-#'.%,"#-

刘玉桥!

T073H"

R

%$(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襄樊中心医院%湖北 襄樊
!

++%"!%

$

#

/%$*

+

E$*A5*;9$&=(:

>

%;$&(EL(*

+@

%O5J%.$&A(&&5

+

5

%

=H$Q,(*

+

7*%859:%;

)

(EL5.,*(&(

+)

$*JK.%5*.5

%

/%$*

+

E$*++%"!%

%

A,%*$

$

!摘
!

要"

!

探讨除锈剂在提高医疗器械清洗质量中的作用&随机抽取同质锈污的医疗器械
*("

件%分成实验组和

对照组%每组
%#"

件&实验组器械浸泡在
*O

除锈剂
%0&

溶液中
%)#%*

后取出%对照组器械用硬毛刷蘸去污粉刷

洗%之后均用流动水冲净&实验组器械清洗合格率为
'#-#'I

#

%&#

)

%#"

$%对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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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

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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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对有锈迹的医疗器械%使用除锈剂清洗效果优于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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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室是污染医疗器械和用品的集中场所%是

医院感染控制的重要部门&医疗器械清洗质量是供

应室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要保证消毒'灭菌的质

量%物品的清洗质量是关键!

%

"

&清洗一方面是要去

除物品表面
"

')I

的污物%另一方面是要去除物品

上的锈迹&传统清洗方法损伤器械表面%不但缩短

器械的使用寿命%且可影响医疗质量&

!""&

年本院

供应室采用除锈剂浸泡器械%我们观察了其在医疗

器械清洗中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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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O

除锈剂'硬毛刷'去污粉'金属器械

#包括手术剪'拆线剪'镊子'止血钳'刀柄'持针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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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实验方法
!

将有锈迹的
*("

件医疗器械分

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

件&实验组用
*O

除

锈剂按
%0&

洗液浸泡
%)#%*

%然后取出器械用硬

毛刷去除溶解的锈蚀物并于流动水下充分冲洗&对

照组用硬毛刷蘸去污粉刷洗%然后用流动水冲净&

步骤结束时%取出器械观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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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
!

肉眼观察器械表面光亮%无任何

锈迹为样本合格(器械表面仍有锈迹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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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除锈剂浸泡过的器械%其表面锈迹明显少于

未使用除锈剂浸泡的器械&对于表面锈迹比较严重

的器械%在经除锈剂浸泡后再清洗效果也比较好&

两组器械清洗效果比较见表
%

&

表
%

!

医疗器械经除锈剂浸泡清洗#实验组$与传统清洗#对

照组$效果比较

组别
7

合格数#件$ 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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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 %&# '#-#'

对照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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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医疗器械生锈的原因与清洗不彻底有很大关

系%任何残留的有机物如血块'脓液'蛋白质'黏液

等%在器械经过高温高压消毒灭菌过程后%均可加速

器械腐蚀造成生锈!

!

"

&另外%医务人员对使用过的

器械初步处理不当%器械浸泡时间过长%亦易产生锈

蚀&当器械出现锈迹时%单纯地去除有机物是不够

的%还应除锈以保证灭菌的质量&

除锈之前彻底的清洗是保证除锈效果的前提%

器械表面任何残留的有机物都会影响除锈剂的效

果&在使用除锈剂前%应将器械在多酶清洗液中充

分浸泡后再清洗%以去除器械表面的有机物&器械

经清洗后再置于
%0&

的除锈剂中%打开轴关节%静

置
%)#%*

后取出#严重锈蚀器械延长至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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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发热是多种疾病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尤其

是感染性疾病最为常见&介入诊疗技术多为侵入

性操作%是发生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应引起我们

的重视!

+

"

&分析发热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预防

医院感染%控制发热%可增强疾病诊断和治疗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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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与发热
!&

()

岁者介入术后的发热发生

率#

**-**I

$明显高于
$

()

岁者#

%*-+"I

$&老年

患者机体各项功能衰退%抗病能力降低%易患各种疾

病&高龄与发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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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病与发热
!

恶性肿瘤患者的发热发生率

#

*+-+#I

$明显高于其他疾病患者#

'-)!I

$&恶性

肿瘤患者由于机体的消耗%各项功能急剧下降%抵抗

力降低%易发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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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方法与发热
!

植入和灌注栓塞术患者发

热发生率#

*+-&!I

$明显高于其他介入方法者

#

+-!'I

$&本次调查中的
+

例医院感染病例均为接

受了植入术的患者&体内植入异物可产生排异反

应%加之手术的消毒措施及无菌操作技术不当%易引

起发热&介入术后肿瘤组织的坏死'变性'吸收及栓

塞后综合征都可使患者出现发热&另外%恶性肿瘤

的病损程度'诊疗的方法和结果过程中的多个非感

染因素亦可引起发热%但这些因素和上述各种因素

间存在混杂和交互作用%是介入术后感染率和介入

术后发热率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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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与发热
!

住院时间长#

&

&J

$者发热

率高%可能与病情'感染等因素有关&

本调查资料表明%高龄'恶性肿瘤'植入和灌注

栓塞术'抗菌药物应用种数'住院时间长是介入术后

发热的主要危险因素&与以往医院感染调查的流行

病学特点及分析的危险因素相吻合&从预防医院感

染入手%加强对老年及重症患者的护理%增强其抵抗

力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

"

(严格进行消毒灭菌和

无菌操作!

(

"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是减少和控制介入

术后发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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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毛刷去除溶解的锈蚀物并进行充分冲洗&除锈剂

的浸泡效果随着使用时间及浸泡器械量和次数而逐

渐降低%故更换除锈剂稀释液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

而定%本院为每周更换
!

次&

*O

除锈剂是通过对氧化物产生反应%以氧化

还原的原理除锈&配制除锈剂时%最好在通风处进

行%操作人员要注意自身保护%戴口罩'护目镜'手

套%避免与液体直接接触%以防损害皮肤与黏膜&一

旦液体接触皮肤%须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
%)#%*

或

用生理盐水多次反复冲洗&配制好的除锈剂应置于

加盖的容器内%避免挥发致浓度降低&

*O

除锈剂可用于各类医疗器械的除锈%是

保证清洗质量的有效措施&只要能正确使用并

注意自身防护%除锈剂可使医疗器械清洗质量取

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同时又节省人力'物力%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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