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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科学原理及日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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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旨在探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科学原理及其在日常实践中的应用。本文分析了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传播途径，阐

述了清洁与消毒的定义和区别，以及消毒剂的种类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介绍了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

日常实践，包括清洁消毒工作的组织与管理、清洁消毒人员的培训与考核、清洁消毒设备的选择与使用、清洁消毒流

程的制定与执行，以及清洁消毒质量的监测与反馈。针对医院环境清洁消毒工作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建

议，以期为医院环境清洁消毒工作的改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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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s of hospital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daily practi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ypes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and their transmission pathways, explains the defini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as well as the types of disinfectants and their mechanisms of ac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daily practice of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of the hospit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the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of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personnel, the selection and use of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equipment,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processes, and the 

monitoring and feedback of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quality.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hospital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work,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ospital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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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科学原理

（一）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传播途径

医院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主要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

虫，它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传播，增加医院感染的风险。细菌通过

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传播，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可引起

多种感染。病毒则通过空气飞沫、接触或粪－口途径传播，例如

流感和手足口病。真菌通常影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通过空气或

接触传播，如肺孢子菌和白念珠菌。寄生虫虽然较为少见，但可

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虫媒传播，如弓形虫和疟疾病原。了解

这些病原微生物的传播途径对于制定有效的感染控制策略至关

重要。

（二）清洁与消毒的定义和区别

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科学原理基于对病原微生物的控制和杀

灭，以防止感染的发生和传播。清洁与消毒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又

有所区别的过程，它们在维持医院环境卫生中起着关键作用。

引言

随着医学领域的持续发展，医院已经演变成为拯救生命、保护公众健康的关键设施。然而，由于医院的特殊性，它也成为了一个易

于病原微生物聚集的环境。根据相关数据，医院内感染已经显著地成为威胁患者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些感染不仅加剧了患者的痛

苦，还可能引发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鉴于此，加强医院环境的清洁与消毒工作对于预防和控制医院内感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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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是指去除物体表面可见的污垢、尘埃和有机物。它主要

通过物理手段，如擦洗、冲洗和吸尘，来减少微生物的数量和清

除潜在的污染物。清洁不仅提高了物品和环境的视觉清洁度，还

为后续的消毒或灭菌过程创造了适宜的条件。然而，清洁本身并

不能杀灭所有的病原微生物，特别是那些形成生物膜的细菌。

消毒则是一个更高级别的净化过程，它旨在杀灭或去除物体

表面的大部分病原微生物，以减少感染的风险。消毒通常涉及使

用化学消毒剂，如醇类、氯化物、过氧化物和碘附等，这些消毒

剂能够破坏微生物的细胞结构，抑制其代谢功能，从而达到杀灭

微生物的效果。消毒需要根据微生物的类型和消毒对象的材质

选择合适的消毒剂和浓度，并遵循推荐的接触时间以确保消毒

效果。

（三）消毒剂的种类及其作用机制

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科学原理涉及对消毒剂的正确选择和使

用，这些消毒剂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杀灭或去除病原微生物。从

原理上讲，消毒杀菌方式主要分为两种 —物理消毒和化学消毒。[1] 

醇类消毒剂如乙醇能迅速渗透细菌细胞壁；氯化物消毒剂如漂白

粉含有活性氯，与微生物细胞中的氨基酸和酶反应；过氧化物消

毒剂如过氧化氢具有强氧化作用，破坏微生物细胞结构；碘附消

毒剂含碘，与微生物细胞中的氨基酸反应；季铵盐消毒剂如苯扎

溴铵具有正电荷，与微生物细胞表面的负电荷结合；酮类消毒剂

如丙酮能溶解细胞膜中的脂质；酚类消毒剂如苯酚能破坏微生物

的细胞膜和蛋白质。选择合适的消毒剂时，需要考虑效力、安全

性、适用性和消毒对象材质，遵循厂家指导和法规标准，以确保

消毒效果并减少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

（四）清洁消毒工作的评估标准

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科学原理涵盖消毒剂的选择和作用机

制，以及一系列评估标准，这些标准对于维持医院环境的卫生至

关重要，并且是衡量清洁消毒效果的主要依据。[2]评估标准包括微

生物污染水平的监测、清洁度的视觉检查、清洁频率的设定、清

洁消毒程序的科学性、人员培训与合规性、设备和用品的维护，

以及患者和员工的反馈。通过这些综合评估，可以确保医院环境

达到必要的卫生标准，降低感染风险，并保障患者和工作人员的

健康安全。

二、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

（一）清洁消毒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中，建立一个专业的清洁消

毒团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团队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清洁消毒人员

组成，他们负责制定和执行详细的清洁消毒计划，以确保医院环

境的卫生和安全。清洁消毒计划包括确定清洁消毒的区域、频

率、方法和使用的清洁剂与消毒剂。这些计划的制定需要考虑医

院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如不同区域的病原微生物分布和传播

风险，以及不同设备和材料对清洁消毒剂的耐受性。

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中，专业的清洁消毒团队扮

演着核心角色。他们不仅制定和执行详细的清洁消毒计划，确保

医院环境达到卫生标准，还通过现场检查、视频监控等方式监督

清洁消毒过程，确保清洁消毒人员遵守操作规程，使用正确的清

洁剂和消毒剂，并按照推荐的接触时间进行操作。此外，清洁消

毒团队定期评估清洁消毒质量，通过微生物培养、目视检查和仪

器检测等方法，确保清洁消毒效果。清洁消毒人员接受定期的培

训，以提升专业能力和工作水平，并加强对医院环境特殊性和复

杂性的认识。同时，清洁消毒团队负责清洁消毒设备的维护，确

保设备正常运作，从而提高清洁消毒效率和质量，降低医院内感

染风险，保障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

（二）清洁消毒人员的培训与考核

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中，清洁消毒人员的培训与

考核至关重要，确保工作质量。培训内容应全面，包括基本知

识、操作技能、感染控制和个人防护等，同时更新最新的病原微

生物、消毒剂和清洁技术信息。培训方式应多样化，结合理论与

实践，定期进行，并对新员工和特殊情况下的新要求进行及时培

训。[3]考核内容应与培训对应，包括理论测试和实操考核，设定合

格标准，并将考核结果用于工作评价和职业发展，对不合格者进

行再培训，确保清洁消毒人员能够独立、有效地执行清洁消毒任

务，从而降低感染风险，保障医院环境的卫生安全。

（三）清洁消毒设备的选择与使用

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中，正确选择和使用清洁消

毒设备是提高工作效率和确保清洁消毒质量的关键。医院需根据

需求选择手动清洁工具、自动清洁设备、消毒设备和消毒剂喷洒

设备等多种类型的设备。在选择时，应考虑设备的性能、适用

性、安全性、操作简便性及维护成本。同时，医院应定期维护和

检查设备，确保其正常运行。清洁消毒人员需接受操作培训，以

正确使用设备并提高工作效率。医院应制定操作规程，明确设备

操作步骤和维护要求，并定期评估设备性能，必要时进行更换或

升级，以提高清洁消毒效率，降低能耗和维护成本，从而保障医

院环境的卫生安全。

（四）清洁消毒流程的制定与执行

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中，清洁消毒流程的制定与

执行是确保医院环境卫生的关键环节。清洁消毒流程应由专业团

队根据医院环境和感染控制要求制定，包括区域、频率、方法和

使用的清洁剂与消毒剂。流程需定期更新以适应环境变化和新的

感染控制要求。所有清洁消毒人员应通过培训、操作手册和现场

指导等方式掌握流程。清洁消毒人员应按流程执行清洁消毒工

作，清洁消毒团队应监督执行情况，并通过收集反馈信息不断改

进流程，以提高清洁消毒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降低医院感染风

险，保障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

（五）清洁消毒质量的监测与反馈

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中，清洁消毒质量的监测与

反馈是确保工作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通过微生物培养、目视检

查和仪器检测等方法，医院全面评估清洁消毒效果，以确保医院

环境达到必要的卫生标准，降低医院内感染的风险，保障患者和

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清洁消毒质量的反馈来自清洁消毒人员、

患者和员工，提供了实际效果和满意度。根据监测结果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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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消毒团队持续改进清洁消毒工作，包括调整频率、方法、流

程，加强培训，以优化工作，降低感染风险，保障患者和工作人

员的健康安全，并持续提高清洁消毒质量和效率。

三、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挑战与对策

（一）耐药菌的出现与传播

在医院环境中，耐药菌的出现与传播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

们对医院感染控制和患者安全构成威胁。[4]耐药菌来源多样，包括

医院内部交叉感染和外部环境污染。它们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如

直接接触、间接接触、空气传播和食物传播。为应对这一挑战，

医院需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加强环境清洁消毒、增强手卫

生意识、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实施隔离措施以及对耐药菌进行

监测和控制。通过这些措施，医院可以有效控制耐药菌的传播，

降低医院内感染的风险，保障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

（二）消毒剂的选择与使用不当

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中，消毒剂的选择与使用不

当是一个常见的挑战，这可能导致消毒效果不佳，甚至增加医院

感染的风险。消毒剂选择不当、使用不当、稀释不当、接触时间

不足、与其他物质混合使用和存储不当等问题，都可能影响消毒

剂的性能，导致消毒效果不佳或产生有害物质。为了应对这些挑

战，医院应加强消毒剂的培训和管理，确保清洁消毒人员正确选

择和使用消毒剂，并定期检查消毒剂的储存和使用情况，及时发

现和纠正错误，以确保消毒效果和医院感染控制。

（三）清洁消毒人员的素质与培训不足

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中，清洁消毒人员的素质与

培训不足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这可能导致清洁消毒工作质量不

佳，增加医院感染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医院应加强清洁

消毒人员的招聘和选拔，确保他们具备必要的素质和能力。同

时，医院应加强清洁消毒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责

任心、卫生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此外，医院还应建立清洁消毒

人员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从

而确保清洁消毒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降低医院感染的风险，保障

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

（四）医院环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在医院环境中，清洁消毒工作因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面

临一系列挑战。患者群体的多样性、医疗器械的复杂性、环境布

局的复杂性、工作时间和强度的高要求，以及清洁消毒人员的职

业暴露风险，都增加了清洁消毒工作的难度。为应对这些挑战，

医院应加强清洁消毒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对医院环境的认识和

应对能力。[5]同时，医院应优化清洁消毒工作流程，合理安排工作

时间和强度，并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清洁消毒人员的健

康安全。此外，医院还应加强与医护人员的沟通和协作，确保清

洁消毒工作与医疗工作相协调，共同提高医院感染控制水平。通

过这些对策，医院可以有效应对清洁消毒工作中的挑战，确保医

院环境的卫生安全，降低医院感染的风险。

（五）对策与建议

在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日常实践中，医院需要采取一系列对

策与建议来应对挑战，确保清洁消毒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这

包括加强清洁消毒人员的培训，制定操作规程，提高设备维护和

更新，加强质量监测与反馈，强化组织与管理，以及加强与医护

人员的沟通与协作。通过这些措施，医院可以提高清洁消毒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降低医院感染的风险，保障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健

康安全，并持续改进清洁消毒工作，不断提高医院环境的管理

水平。

结束语

医院环境清洁消毒是医疗保健体系中的核心环节，对于预防

医院内感染和确保患者安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本研究深入

探讨了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科学基础，并全面阐述了其在日常操

作中的具体实践。

总结而言，医院环境的清洁与消毒是维系患者健康的关键措

施，而科学原理在实际操作中的正确应用则是其成功的关键。通

过对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的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的深入分析，本文

旨在提升医疗机构对这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推动医院感染控

制措施向更高标准发展。期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改进医院环

境清洁消毒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用的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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