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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显微器械清洗固定架的临床使用效果

杜春梅，邓杏灵，蔡立君，王文苑，张小娟，姚向超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消毒供应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探讨眼科显微器械清洗固定架在临床的应用效果。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与对照

组，用于同类手术。实验组显微器械用眼科显微器械清洗固定架固定后进行机械清洗；蓝色对

照组 4 0 把显微器械采用手工清洗方法，对器械的清洗效率、清洗质量及损耗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实验组清洗效率、清洗质量、器械完好率均优于对照组。结论：眼科显微器械清洗固定

架的应用可提高眼科显微器械的清洗质量、减少器械损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人员职业

暴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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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leaning fixture to clean ophthalmic micro-instruments. Methods: The 

ophthalmic micro instruments from the same surgery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micro instrumen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fixed with the cleaning fixture and cleaned mechanically. 

Those micro-instrum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cleaned by manual method. The cleaning efficiency, cleaning 

quality and damages of the instruments were analyzed i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btained 

a better cleaning efficiency, cleaning quality and less damag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Using cleaning 

fixture to clean ophthalmic micro-instruments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cleaning efficiency, cleaning quality and 

reduce the damages of the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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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显微手术的不断发展，眼科手术进入了

更加精细、准确的阶段[1]，而眼科手术器械也进入

了机械清洗时代，机械清洗可以极大地提高清洗

效率，清洗效果好，对器械深部、细缝、隐蔽部

位亦可清洗干净。眼科手术器械显微器械比较纤

细、娇嫩、易损，价格昂贵适合进行机械清洗；

机械清洗过程因全自动清洗消毒器有水量大、上

下两个方向冲洗的特点，器械易相互碰撞或与清

洗筐摩擦，容易增加器械损耗[2]。为实现既能保证

器械清洗质量，又不增加器械损耗的目标，中山

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研发了一系列的眼科显微器械

清洗固定架并投入临床使用，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器械及构造

眼科显微器械清洗固定架分为镊类固定架与

剪类固定架，其中镊类清洗固定架是由四边和上

部有可拆卸的单边构成，其特征在于底部四边中

的2个长边置于两短边上，两短边上分别有锁板与

上部单边的两头相配合，其主要结构是不锈钢长

边上硅胶包衬于上的凹凸锯齿槽，可以很好地承

托及充分地暴露眼科显微有齿镊、显微无齿镊等

镊类器械；剪类清洗固定架是可上下开启、闭合

的双层或多层U型金属架，在下层器械层架上设置

间隔适宜的两边对称的垂直 U 型凹夹，金属架配

以合适厚度的硅胶包裹，可用于显微针持、角膜

剪、囊膜剪、小梁剪等器械机械清洗时的固定。

1.2  方法

1.2.1  分组方法

将80把新的眼科显微器械(显微无齿镊、显微

有齿镊、显微持针器、小梁剪各20把)分为红色实

验组与蓝色对照组，每组40把(每种器械各10把)，

用红、蓝两种不同颜色标识胶带进行标识，器械

用于同类手术。

1.2.2  清洗方法 
红色实验组4 0把显微器械，每次使用后统一

用眼科显微器械清洗固定架固定后放入全自动清

洗消毒器，选择常规器械清洗程序P1(冲洗+清洗

加液+漂洗1次+漂洗2次+消毒+干燥)进行机械清洗

(全程使用纯化水)；蓝色对照组40把显微器械，每

次使用后由经专业培训后考核合格的固定清洗工

作人员进行手工清洗，方法为：流动水冲洗→在

配制好的医用清洗剂液面下用专用小软毛刷进行

刷洗→流动水下漂洗→流动纯化水终末漂洗→煮

沸消毒器湿热消毒→干燥柜烘干。

1.2.3  清洗效率比较方法 
选取红色试验组与蓝色对照两组对象，红色

试验组为眼科显微器械清洗固定架固定后放入全

自动清洗消毒，因 1 个清洗架可放置 2 0 个显微器

械，1层可放置6个清洗架，共5层，故1炉可清洗

600个显微器械，平均6 s清洗1个器械，蓝色对照

组 选 用 3 名 固 定 工 作 人 员 ， 分 别 为 A 组 、 B 组 和 C
组，每组随机选取2 0把蓝色对照组的显微器械进

行清洗，测出每位工作人员清洗一件显微器械的

平均时间与红色试验组做出比较。

1.2.4  器械耗损率的比较方法 
观察 2 0 1 7 年 1 至 1 2 月红色试验组与蓝色对照

组的器械耗损情况。检查人员对两组器械分别通

过裸眼目测、放大镜观察及功能端检查方法，把

关节不灵、对合不全、起勾、变形的器械做报损 
标识。

1.2.5  清洗质量检查

裸眼目测。检查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双眼裸

眼视力均在1.0以上 [3]。器械表面及其关节、齿牙

应光洁、无血渍、污渍、水垢、锈斑等残留物质

为合格，任何一处不达标为不合格。

放大镜下观察。在带光源的5倍放大镜下对器

械表面及其关节、齿牙进行检查，器械光洁、无

血渍、污渍、水垢等残留物质和锈斑为合格，任

何一处不达标为不合格[4]。

器 械 功 能 检 查 。 在 带 光 源 的 5 倍 放 大 镜 下 对

器械表面及其关节、齿牙进行检查，器械表面光

洁，无起勾、无变形、关节灵活，对合良好为合

格；如有一处不达标影响使用则予以报损；医生

在使用过程发现不锋利等影响使用的情况由巡回

护士做报损标识。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以百分数(%)表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器械清洗效率结果比较

A 组器械清洗总时间为 2  4 0 0  s ，平均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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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s/把；B组器械清洗总时间为2 160 s，平均时

间为108 s/把；C组器械清洗总时间为2 480 s，平

均时间为124 s/把；红色试验组器械清洗总时间为

3 600 s，平均时间为6 s/把；A组、B组和C组的清

洗效率明显低于机械+清洗架的红色试验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器械清洗效果合格率

2017年1月至12月共清洗863件器械，合格848
件，其中红色实验组共清洗401件，合格395件；

蓝色对照组共清洗462件，合格453件。红色实验

组的合格率为98.50%，蓝色对照组为98.05%，红色

实验组的清洗质量虽比对照组的有所提高，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  两组器械清洗耗损

红色试验组的清洗耗损率为5%，蓝色对照组

的清洗耗损率为20%，红色试验组的清洗耗损率明

显比蓝色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表1 目测及放大镜检测两组显微器械清洗合格率

Table 1 Visual inspection and magnifying glass inspection of qualified rate of cleaning of microinstruments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合格率/%

小梁剪 显微持针钳 显微无齿镊 显微有齿镊 合计

红色试验组 98.95 (95/96) 97.95 (96/98) 99.00 (100/101) 98.11 (104/106) 98.50 (395/401)

蓝色对照组 99.12 (113/114) 98.31 (117/119) 97.41 (113/116) 97.34 (110/113) 98.05 (453/462)

P >0.05

表2 两组显微器械清洗耗损率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wear and tear rates of microinstruments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耗损率/%

小梁剪 显微持针钳 显微无齿镊 显微有齿镊 合计

红色试验组 10 (1/10) 0 (0/10) 0 (0/10) 10 (1/10) 5 (2/40)

蓝色对照组 20 (2/10) 10 (1/10) 20 (2/10) 30 (3/10) 20 (8/40)

P <0.05

3  讨论

由于眼科显微器械结构精密，体积小，多属

于尖锐器械。采用全自动机械清洗时，如果没有

清洗固定架进行固定、保护，清洗时会随水流冲

刷移动、碰撞，造成损坏。因此，此类器械在使

用清洗固定架前多数以手工清洗为主，消毒方法

多采用湿热消毒 [ 5 ]。显微器械为眼科手术的常规

器械，消毒供应中心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显微器

械，任务繁重。眼科显微镊清洗固定架的投入使

用，解决了上述的难题，顺利完成了眼科显微器

械的全自动清洗、消毒工作，提高了清洗效率，

节约了人力成本。

显 微 器 械 清 洗 固 定 架 利 用 凹 凸 齿 槽 固 定 器

械，而齿槽的深度在起到固定作用的同时又可保

证充分暴露器械，不影响清洗质量[6]。使用清洗固

定架进行机械清洗的显微器械，经带光源放大镜

检查清洗质量，合格率均在98.0%以上。

显微器械专用清洗固定架既可充分暴露器械的

轴节、齿槽，又能稳妥固定待清洗的显微器械，让

其排列整齐、不易移位、重叠，保证清洗质量及干

燥效果，避免器械在清洗过程中相互碰撞所导致的

变形、错位，从而降低了器械的耗损。

本研究采用直接统计的方法对两组清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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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职业暴露统计，结果表明：蓝色对照组共

发生职业暴露为6例，而红色试验组发生职业暴露

为 0 ， 因 手 工 清 洗 的 冲 洗 、 洗 涤 、 漂 洗 、 终 末 漂

洗、消毒等步骤均需接触这些器械的尖锐功能部

位，增加工作人员锐器刺伤的风险[7]。眼科显微器

械专用清洗架实现了显微器械的机械清洗，工作

人员只需在在装载固定与卸载时接触显微器械的

非尖锐部位，不需频繁直接接触器械尖锐端，减

少了职业暴露的风险。

综上，使用眼科显微器械清洗固定架的应用

可 提 高 眼 科 显 微 器 械 的 清 洗 质 量 、 减 少 器 械 损

坏 、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 降 低 了 工 作 人 员 职 业 暴 露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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