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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外科手术属于侵入性手术，其手术切口较大，术中出血量较多，术后发生并发症的风险也较高，

如何在达到手术治疗效果的同时改进手术技术一直都是现代医学重点研究和关注的问题。随着现代医学器械技术与

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将腹腔镜技术应用于外科手术中，其适用范围广、手术成功率高、术后并发症发生的风

险低。腹腔镜器械作为高精密仪器，在手术中会接触患者血液、黏膜等，如果没有做好器械清洗与消毒工作，术中

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感染情况，危及患者生命。本文将针对腹腔镜器械清洗、消毒、管理与保养方法进行研究与综述，

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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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raditional surgery is an invasive operation with larger incision, mor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higher risk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How to improve the surgical technique while achieving the certain effect of surgical treat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modern medicine resear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al instruments technology, laparoscopic 

technique is gradually applied in surgical operations,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high success rate 

and low risk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s a high-precision instrument, if not properly cleaned and disinfected, laparoscopic 

instruments may cause serious intraoperative infections and endanger patients.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s of cleaning, disinfec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laparoscopic instruments were studied and summari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edic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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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的清洗、消毒处理指的是对诊疗

过程中使用过的医疗器械采取特定方式的清洁与

灭菌，以达到消毒、清洁的作用，从而保持医疗

器械的清洁性。与其他学科领域相比，外科手术

中使用的腹腔镜器械，其内部构造更加精密，仪

器功能更加强大，且在手术操作中会接触患者的

黏膜、血液、皮肤组织等。如果腹腔镜器械清洗

不到位，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口感染，加重患

者的病情，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因此，医务人员

应重视腹腔镜器械的清洗与消毒工作，掌握腹腔

镜器械的多种清洗与消毒方法，根据其实际功能

与消杀需求采取合理的清洁与消杀方法，为手术

治疗提供安全保障，提升医院的诊疗服务水平。

1  腹腔镜器械的清洗流程与方法

1.1 清洗预处理

医务人员通常需要在手术结束的第一时间

对腹腔镜器械进行清洁的预处理，主要是使用

流动水冲洗器械，目的是清洗其表面的血液、

黏液等污染物。此外，在对管腔器械进行清洗

预处理时，则需使用高压水枪对其进行冲洗。

预处理作为彻底清洗之前的准备工作，能够在

人力不足、手术量大的情况下保持器械表面的

洁净。陈彩央等人 [1] 报道了应用在子宫切除术

中的腹腔镜管腔电凝切割器的清洗实验，观察

组与对照组均可在手术完成后的 20 min 内完成

切割器的拆卸与相关部件的运输。其中，观察

组增加清洗预处理环节，结果显示第一时间进

行清洗预处理的器械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洗效果，

这也说明了清洗预处理对于器械清洁的重要意

义。庄若等人 [2] 对同等手术条件的腹腔镜器械

开展不同时间段的清洗预处理实验，结果显示

手术结束后 30 min 之内开展清洗预处理的效果

要明显优于 30 min 之后。因腹腔镜内部结构复

杂，管腔构造更是狭长细小，其在手术操作过

程中容易遗留组织碎屑、血凝块以及分泌物等，

手术结束 30 min 后安排人员对器械进行统一清

洗，那么器械内部的各种杂质、污染物就会干涸、

垢结，此时的清洁难度就会增加，更加容易出

现清洗不净的情况。

1.2 器械拆卸

预处理冲洗器械之后还需将腹腔镜器械进

行拆卸，完整的腹腔镜器械包含多个精密组间，

如管腔、关节、齿槽等。如果直接对整件器械

进行清洗则很难将缝隙、管腔内部的杂质、污

染物去除，因此在正式清洗之前应先完成器械

的拆卸工作。在拆卸腹腔镜时，应将其拆分至

最小单位，这样才能保障腹腔镜器械内部的各

个精密部件都能得到清洁。张维红等人 [3] 通过

实验对比了不同预处理清洁方式的效果，发现

拆分器械清洗的效果明显优于整件清洗，其中

整件清洗的合格率仅为 17.5%，甚至低于器械清

洗的合格率，因此医务人员在清洗腹腔镜器械

之前应将其拆解至最小组成单元，这样才能够

保障最终的清洗质量。

1.3 清洗方法

1.3.1  手工清洗

清洗是腹腔镜器械使用之后的第一个环

节，也是器械管理的重要内容。目前各科室采

取的器械清洗方法主要分为两种，分别为手工

清洗和机械清洗。手工清洗通常在腹腔镜器械

拆解完成之后，医务人员需将参与手术操作的

器械放入清水或者专用的清洗消毒液中进行

清洁，并对其表面进行擦洗或浸泡，通过这

样的方式完成初步清洗与消毒，同时根据器械

的清洗要求将其分为人工刷洗以及超声清洗两

类。其中，超声清洗指的是利用超声能量促使

清洗液产生振动进而达到分离器械表面污物的 

目的 [4-5]。应用超声清洗机不仅能够节约人力成

本，同时还能够提升清洗的效率，避免在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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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时出现尖锐器械刺伤手指等危险事件。酶

洗也是手工清洁的重要方式，医务人员使用多

酶洗液进行内镜、管道、附件、按钮及阀门等

部件的浸泡和冲洗，以清除器械内部的杂质。

腹腔镜器械中的各种管腔需使用流动水与高压

水枪进行冲洗，将内部杂质以及清洁使用的多

酶洗液冲净，直至管腔器械喷射出直线形状、

无分叉、通畅的水柱。之后进入终末漂洗环节，

使用软水或蒸馏水对腹腔镜器械再次进行冲洗。

殷玲琴等人 [6] 在常规人工清洗的基础上联合使

用多酶溶液，研究显示，多酶溶液能够有效提

升器械清洗效果，降低潜血检测阳性率。目前

已经研发出了清洗腹腔镜器械的专用酶洗剂，

其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洗效果，且更加适用于腹

腔镜器械。

1.3.2  机器清洗

人工清洗是较有效、细致的清洗方式，但

每次清洗的耗时较久，对医务人员的工作耐心

和清洗能力要求比较高，一般对较为昂贵、结

构复杂的器械采取手工清洗方式。在器械清洗

过程中，由于受到医务人员产生的飞沫和气溶

胶等影响，腹腔镜器械表面可能会出现污染情

况，降低清洗效率。机器清洗可有效控制清洗

环境、缩短清洁时间、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因此在临床得到广泛使用。孙洪琳等人 [7] 对比

了纯手工清洁和机器辅助手工清洁器械的效果，

发现机器辅助手工清洁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洁效

果，这也提示工作人员应合理应用各种清洁机

器，改变纯手工清洁的方式，弥补手工清洁的

不足。姜华等人 [8] 探究了不同管径大小的腹腔

镜器械清洗效果，结果显示配备专用管腔清洗

刷、清洗架的清洗机器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清洁

效果。这也表明，机器清洁是大势所趋，各研

究人员应致力于研发专门清洁腹腔镜各部件的

机器，以达到理想的清洁效果，减轻工作人员

的清洁压力 [9-10]。

2  腹腔镜清洁消毒管理

2.1 完善临床管理机制

科学完善的腹腔镜器械临床管理机制能够

为器械的使用、清洁、维护及保养等工作提供

指导，可降低器械的故障风险，有效提升腹腔

镜器械使用的效率，保障手术操作的准确性与

安全性。针对腹腔镜器械的临床管理，管理人

员应制定针对国内外器械的资质管理制度、技

术验收制度以及规范操作制度等，加强对腹腔

镜器械的临床管理，为其维护和保养工作提供

理论支持 [11-14]。

2.2 构建三级保养制度

针对腹腔镜的清洁、消毒管理工作，医院

还应建立三级维护保养管理制度，保障腹腔镜

器械管理的完整性。其中，一级维护保养管理

指的是对腹腔镜器械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包括

对机械内部灰尘的清理，定期检查内部零件与

螺钉的松紧程度，查看器械表面以及内部配件

是否正常运转等。二级维护保养管理则是对器

械性能的检查与矫正，采取专业手段检测器械

的灵敏度，及时校准电路测试点参数等。三级

维护保养管理是指对腹腔镜器械的拆机清洗、

零件更换及全面调试等工作，以此保障器械的

性能，提升其精准度 [15-19]。

3  结语

综上所述，腹腔镜技术以及相关器械在手

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改善了传统外科手术切

口较大、出血量较多、并发症发生风险较大等

问题，有效提升了手术的成功率与安全性。腹

腔镜器械属于精密性仪器，医院需开展科学有

效的清洗与消毒工作，以提升腹腔镜器械的工

作效率。目前各医院均完善了腹腔镜器械清洗

规范和流程，增加了清洗预处理环节，有效提

升了器械清洁效率与质量。同时，应根据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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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器械的结构和材料特性选择不同的清洁方式

与消毒灭菌方法，保障腹腔镜器械内外的清洁

性，进而提升手术的成功率与可靠性 [20-25]。除

此之外，医院还应做好腹腔镜器械的日常管理

与维护保养工作，制定完善的管理机制，实施

预防性维护管理，为手术的顺利开展提供技术

与安全保障，促进医院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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