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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优质服务, 必须要控制医院感染提高医疗质量。而

洗衣房工作是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切断医院

感染传播途径的具体实施者。为了更好地控制医院感染, 提

高医疗质量, 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旨, 必须努力做好

洗衣房工作人员培训与教育, 加强洗衣房管理, 保证所洗涤

物品的整洁合格。

目前, 我院采用内部设置洗衣房, 将全部衣被由洗衣房

工作人员清洗, 虽然设备完整, 人员相对稳定, 但洗衣房管理

千万不能被忽视, 医院感染管理十分重要的就是各种物品的

整洁度。衣被的整洁直接影响医院感染管理。因此本人就洗

衣房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大家作一下分析、探讨, 以重视洗衣

房管理与医院感染管理这项工作, 提高医院优质服务满意

率。

1　洗衣房中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1. 1　工作人员有临时性观点, 洗衣房临时工、女性居多, 体

力劳动强度相对较大, 由于多种原因, 需求得不到满足, 有的

有自卑感, 有的抱着无所谓态度, 做一天算一天。

1. 2　工作人员普遍文化水平低, 部分人员医院感染知识欠

缺。工作责任性不强, 思想上对消毒隔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甚至把不良习惯带入医院, 造成部分衣被消毒不严, 清洗不

洁, 医院交叉感染时有发生。

2　洗衣房人员管理的措施

2. 1　教育　首先是加强洗衣房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纪律

教育, 增强为患者服务的意识, 认识到洗衣房是十分重要岗

位的思想。教育工作人员认识到洗衣房工作也是医院工作的

一部分, 任何工作没有卑贱之分, 只有社会分工不同, 人生意

义在于奉献。既然来到这个岗位就必须做好这份工作, 就必

须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保证所做的工作符合规范化要

求。

2. 2　培训　组织洗衣房工作人员进行院感知识、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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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法规培训。组织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明确医疗

事故与消毒隔离的重要性, 指导规范洗手, 使我们懂得医院

感染的基本知识, 掌握消毒灭菌、清洗整洁的基本技能, 清楚

危害后果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2. 3　领导重视　招聘文化水平相适应的工作人员, 按照奖

惩条例, 奖励洗衣房工作表现突出者, 稳定洗衣房工作人员

队伍。改善工作环境, 及时更新被服和设备, 保证洗涤效果。

3　洗衣房管理的规范化措施

3. 1　制度建设, 制定各项规章制度, 强调规范管理。首先,

制定洗衣房工作人员职责、安全操作规程、消毒灭菌制度、感

染管理制度等, 并上墙公布严格执行; 第 2, 合理安排工作流

程, 严格二区划分 (即污物区、清洁区) , 禁止二区人员、物品

逆流往返; 第 3, 定点定时清点分类物品, 传染患者用后被服

单独标记, 经消毒灭菌后再洗涤, 对有血液污染的被服应用

(有效氯 500～ 1 000 m göL )含氯制剂浸泡 30 m in 后洗涤, 工

作衣单独洗涤, 有色与无色分开洗涤; 第 4, 操作中戴好口罩、

手套, 重视洗手, 防止病原微生物对人体的危害, 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

3. 2　做好医院的后勤保障, 强化临床服务意识, 实行主动

服务。洗涤组、整烫组、下收下送组要各司其责, 对收集与发

放, 使用标志专用车, 并定期消毒, 清点物品分类存放和运

输, 强调洗手。

3. 3　由院感科、供应室护士长不定期的检查和督促, 强化

质量意识, 保证各项制度的落实, 杜绝病原微生物对衣被等

清洁物品的污染。做到物品保洁、送货及时、临床满意。

总之, 医院洗衣房承担着全院患者、工作人员和医疗业

务用布类消毒、洗涤和发放的任务。患者衣物带有大量病原

微生物, 当消毒、洗涤发放不严格按规范化操作, 极易造成物

品的交叉感染, 而引起医源性传播。重视洗衣房管理, 做好控

制医院感染工作, 全方位提高医院品位, 体现优质服务满意

率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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