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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消毒供应室工作制度 

 

一) 消毒供应室查对制度 

 

为确保消毒供应室的物品数量和品种的准确性，制定了查

对制度。每日、每班次必须进行查对，如发现错误，即时进行

纠正。 

 

二) 消毒供应室安全管理制度 

 

消毒供应室是医院内重要的物资储存和处理场所，必须建

立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消毒供应室的进出管理、防火、防盗、

防爆等方面的规定。 

 

三) 消毒供应室消毒隔离制度 

 



为确保消毒物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消毒供应室必须建立

消毒隔离制度。包括消毒区和非消毒区的划分、物品的消毒处

理、消毒物品的存放等。 

 

四) 消毒供应室沟通协调制度 

 

消毒供应室是医院内部门之一，必须与其他科室进行沟通

协调。消毒供应室必须建立与其他科室的联系，及时了解其他

科室对消毒物品的需求，提高工作效率。 

 

五) 消毒供应室仪器保养维修制度 

 

消毒供应室的仪器设备是保障工作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条件。

为确保仪器设备的正常使用，制定了仪器保养维修制度。包括

仪器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及时更换损坏部件等。 

 

六) 消毒供应室监测制度 

 



消毒供应室的物品必须符合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标准。为保

证物品的质量，制定了监测制度。包括对物品的外观、包装、

标识、有效期等进行监测。 

 

七) 消毒供应室质量追溯制度 

 

为了确保消毒物品的质量和安全，制定了质量追溯制度。

包括对消毒物品的来源、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等进行追溯，确

保物品的质量和安全。 

 

八) 消毒供应室一般工作制度 

 

消毒供应室的一般工作制度包括日常清洁、物品分类、物

品存放等方面的规定，保证工作的有序进行。 

 

九) 消毒供应室质量管理制度 

 

消毒供应室必须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的目标、

内容、方法等方面的规定，确保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十) 消毒供应室去污区工作制度 

 

消毒供应室的去污区是物品的初步处理区域，必须建立去

污区工作制度。包括物品的分类、清洗、消毒等方面的规定。 

 

十一) 消毒供应室检查包装及灭菌区工作制度 

 

消毒供应室的检查包装及灭菌区是物品的重要处理区域，

必须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包括对物品的检查、包装、灭菌等

方面的规定。 

 

十二) 消毒供应室无菌物品存放区工作制度 

 

消毒供应室的无菌物品存放区是物品的重要存放区域，必

须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包括无菌物品的分类、存放、定期检

查等方面的规定。 

 

十三) 消毒供应室下收下送工作制度 

 



消毒供应室的下收下送工作制度包括下收下送的流程、标

识、记录等方面的规定，确保物品的安全和有效性。 

 

十四) 消毒供应室物品召回制度 

 

为确保消毒物品的质量和安全，制定了物品召回制度。包

括对召回物品的处理、通知相关人员等方面的规定。 

 

十五) 消毒供应室缺陷管理制度 

 

为确保消毒供应室的工作质量，制定了缺陷管理制度。包

括对工作中出现的缺陷、不足等问题的处理和改进。 

 

第二部分：消毒供应中心各类人员岗位职责 

 

1.消毒供应室各级人员职责 

 

一、护士长职责 

 



护士长是消毒供应室的管理者，负责全面管理和协调工作。

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工作。 

 

二、主管护师职责 

 

主管护师是消毒供应室的主要工作人员，负责物品的处理、

灭菌、包装等方面的工作。包括组织实施工作、监督检查等方

面的工作。 

 

三、护师职责 

 

护师是消毒供应室的主要工作人员，负责物品的处理、灭

菌、包装等方面的工作。包括组织实施工作、监督检查等方面

的工作。 

 

四、护士职责 

 

护士是消毒供应室的主要工作人员，负责物品的处理、灭

菌、包装等方面的工作。包括组织实施工作、监督检查等方面

的工作。 



 

五、灭菌员职责 

 

灭菌员是消毒供应室的主要工作人员，负责物品的灭菌处

理。包括灭菌设备的操作、物品的灭菌处理等方面的工作。 

 

六、洗涤员职责 

 

洗涤员是消毒供应室的主要工作人员，负责物品的清洗处

理。包括洗涤设备的操作、物品的清洗处理等方面的工作。 

 

七、质检员职责 

 

质检员是消毒供应室的主要工作人员，负责对物品的质量

进行监测和检查。包括对物品的外观、包装、标识、有效期等

方面进行检查。 

 

第三部分：操作流程 

 

一) 下收操作流程 



 

下收操作流程包括物品的接收、查对、登记、标识等方面

的流程。 

 

二) 回收操作流程 

 

回收操作流程包括物品的回收、清点、检查等方面的流程。 

 

三) 清洗操作流程 

 

清洗操作流程包括物品的分类、清洗、消毒等方面的流程。 

 

四) 检查与包装流程 

 

检查与包装流程包括对物品的检查、包装、标识等方面的

流程。 

 

五) 灭菌操作流程 

 



灭菌操作流程包括物品的灭菌处理、灭菌设备的操作等方

面的流程。 

 

六) 灭菌物品的卸载操作流程 

 

灭菌物品的卸载操作流程包括灭菌物品的取出、检查、存

放等方面的流程。 

 

七) 灭菌物品存放操作流程 

 

灭菌物品存放操作流程包括灭菌物品的分类、存放、定期

检查等方面的流程。 

 

八) 下送操作流程 

 

下送操作流程包括物品的下送、标识、记录等方面的流程。 

 

第四部分：质量监测 

 



包括对物品的外观、包装、标识、有效期等方面进行监测和检

查，确保物品的质量和安全。

清洗、消毒和灭菌是医院感染控制的重要环节。因此，对

清洗、消毒和灭菌的质量进行监测非常重要。 

 

清洗质量监测需要检查清洗液的浓度、清洗时间、清洗温

度和清洗设备的性能等方面。消毒质量监测需要检查消毒液的

有效浓度、消毒时间和消毒设备的性能等方面。灭菌质量监测

需要检查灭菌器的压力、温度、时间和灭菌效果等方面。 

 

清洗、消毒和灭菌设备的检验和验证也是非常重要的。需

要对设备的性能、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检验和验证，以确保设

备的正常运行和灭菌效果。 

 

环境空气、物体表面和工作人员手的监测也是医院感染控

制的重要环节。需要对这些方面进行监测，以确保医院的卫生

环境和工作人员的卫生状况。 

 



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在应急处理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以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设备故障等情况。 

 

在消毒供应室工作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安全

管理制度，确保消毒供应室的工作安全和消毒物品的质量。需

要注意查对物品的名称、数量、包装的完整性和包内器材的品

名、规格、数量、性能是否符合要求等方面，以确保准确无误。

同时，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做好职业防护隔离衣、口罩、手套、

护目镜等，处理破损玻璃器皿、锐利器械切忌徒手处理，以防

刺伤。 

4.在下班前，必须对本科室的水电、汽车、门窗等安全情

况进行全面检查。 

5.易燃易爆物品应放置在阴凉、安全的地方，并挂上严禁

吸烟的标志牌。 

6.需要定期配合医院进行消防设施检查。 

 

三) 消毒供应室消毒隔离制度 



留长指甲。护士应该穿白色或防水鞋。下班时，应该脱下工作

服。 

2.室内分为污染区、清洁区和无菌区，三区之间有实际屏

障相隔，路线和物流由污到洁，强制通过，不得逆行。 

3.必须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规程，出入无菌物品存放室

时，必须换鞋。 

4.各工作间每天必须进行二次拖地和二次扫地，每周进行

一次大扫除。无菌间每天必须用消毒液拖地，每周定期消毒洗

刷拖鞋一次，各室有专用地拖。无菌间、包装间柜、台面每天

用消毒液抹一次。 

5.无菌区、包装间、监测室、高压炉室等每天用紫外线消

毒二次，每次 1小时，灯管每周用酒精棉球擦拭一次，定期检

测强度，每月进行一次空气细菌培养，并有记录。 

6.各种无菌包必须包装严密，规格符合要求，包内物品齐

全，性能完好。大、中无菌包内必须放置化学指示卡，包外必

须粘贴指示胶带，标明物品名称、操作者、灭菌日期和失效期。 

7.无菌物品必须与有菌物品严格分开，无菌物品必须有明

显标志，定位放置，灭菌日期超过一周必须重新灭菌。非无菌



为 天）。 

8.各种器械必须先进行消毒液浸泡后洗涤，包布每次使用

后必须清洗，所有包布必须完整、清洁、干燥、无臭味。 

9.压力蒸气灭菌每炉必须进行压力蒸气灭菌化学指示卡测

定，确保灭菌效果。灭菌物品必须定期抽样细菌培养，并有记

录。 

10.各种浸泡液的配置方法和浓度必须符合要求，定期更

换，每天必须进行一次检测，并有记录。 

11.医疗废物必须符合医疗废物管理处置要求。 

 

四) 消毒供应室沟通协调制度 

1.必须加强与临床各科室的沟通和协调，增强质量意识和

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为。 

2.必须满足各临床科室的供应物品数量和质量需求，每月

定时发放意见征求表，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必须及时讨论分析，

并制定改进措施并专人跟踪。 

3.必须有计划地申报物资采购计划，急需物品必须与物资

管理部门联系，妥善解决。 



修部门保持联系。 

5.必须定期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情况。 

 

五) 消毒供应室仪器保养维修制度 

1.必须设立专人操作和维护各类仪器，工作人员未经科室

管理人员同意，不得私自换岗。 

2.所有机器操作人员必须经过技术培训并考试合格后才能

上机使用。 

仪器操作人员应该遵守操作规程，认真维护设备并及时向

管理者报告异常情况。严禁私自拆卸机器进行维修。 

 

每月管理小组和仪器操作责任人应当自查各类机器一次。 

 

高压蒸汽灭菌器应当每半年向设备维修科申报检修一次。 

 

应建立仪器维修保养登记记录，并妥善保管。 

 

消毒供应室应遵守监测技术操作流程，以科学态度认真对

待工作。 



锅 B-D 试验，每周进行生物检测一次，植入物应每锅进行生

物监测。 

 

每月应对检查包装区和无菌物品存放区进行空气监测。 

 

应不定时监测使用中的消毒液和清洗液浓度，每天至少一

次。 

 

应每月对使用的各类洗涤用水进行相应规定项目的检测，

去离子水电导每日检测。 

 

应认真登记各种检测结果，并妥善保管。发现问题应采取

措施，立即改进以保证质量。 

 

应建立质量控制过程记录与追踪制度，记录易于识别和追

踪，灭菌质量记录保留期限应大于等于 3年。 

 

应记录清洗、消毒、灭菌设备的运行情况和运行参数。 



 

应记录灭菌的信息，包括灭菌日期、灭菌器锅号锅次、装

载的物品、数量和灭菌员等。 

 

应记录灭菌质量检测结果，并妥善存档。 

 

手术包外的信息卡应包括灭菌日期、灭菌器锅号、锅次、

操作者与核对者的姓名或编号、灭菌包的名称或代号、失效日

期。 

 

应建立消毒、灭菌物品召回制度，对供应的消毒、灭菌物

品数量与去向进行详细登记，一旦发现监测不合格，应及时召

回。 

 

定期收集或随时听取临床各科室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工作人员必须熟悉各类器械与物品的性能、用途、清洗、

消毒、保养、包装和灭菌方法，严格执行各类物品的处理流程，

保证各类器材、物品完整、性能良好。 

1、严格遵守无菌隔离制度，保持存放区域的无菌状态。 



2、工作人员进入存放区应穿戴防护用品，严格执行无菌

操作流程。 

3、对无菌物品进行分类、标识、登记、储存，确保无菌

状态的有效性和可追溯性。 

4、对无菌物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确保无菌状态

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5、严格控制存放区的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因素，确

保无菌物品的质量和保质期。 

6、禁止将无菌物品与污染物品混放，禁止在存放区内进

行任何形式的操作，保证存放区的无菌状态。 

7、对于过期、破损、污染等无菌物品，应及时处理和报

废，严格按照器械、物品破损报废规定处理流程处理。 

8、工作结束后，做好登记、整理和安全检查，保持存放

区的清洁和整洁。 

1.非无菌物品存放区工作人员不得进入该区。 

2.进入该区的工作人员必须更换鞋子，戴圆帽和专用服装，

并注意手的卫生。必要时应戴口罩。 

3.严格执行灭菌物品卸载、存放的操作流程，增强无菌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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