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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４．１．１、４．１．２、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３、５．３．７、

５．３．８、５．３．９ｂ）、５．３．１１ｃ）２）、５．３．１１ｅ）２）、５．３．１１ｆ）２）、

６．１．２ｃ）、６．１．４ａ）１）、６．２．２ｇ）、６．３．２、６．４．５ａ）１）、７．１．２、

７．６．４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国家卫

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管理局、第

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黑龙江省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

方医院、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运喜、邢玉斌、巩玉秀、田晓丽、李

兆申、王力红、张流波、李六亿、方英、刘枫、索继江、孔金艳、

邓敏、张宇、张京利、杨云生、陈翠敏、任旭、张澍田、姜泊、郭

学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软式内镜清洗消毒相关的管理要求、布局

及设施、设备要求、清洗消毒操作规程、监测与记录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软式内镜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

注：本标准中的“内镜”系指软式内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５７４９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１５９８２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ＧＢ２８２３４酸性氧化电位水生成器安全与卫生标准

ＧＢ３０６８９内镜自动清洗消毒机卫生要求

ＷＳ／Ｔ３１１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ＷＳ／Ｔ３１３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ＷＳ／Ｔ３６７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软式内镜（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ｅ）　用于疾病诊断、

治疗的可弯曲的内镜。

３．２　清洗（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使用清洗液去除附着于内镜的污

染物的过程。

３．３　漂洗（ｒｉｎｓｉｎｇ）　用流动水冲洗清洗后内镜上残留

物的过程。

３．４　终末漂洗（ｆｉｎａｌｒｉｎｓｉｎｇ）　用纯化水或无菌水对

消毒后的内镜进行最终漂洗的过程。

３．５　清洗液（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按照产品说明书，将

医用清洗剂加人适量的水配制成使用浓度的液体。

４　管理要求

４．１　医疗机构的管理要求　

４．１．１　有条件的医院宜建立集中的内镜诊疗中心（室），负

责内镜诊疗及清洗消毒工作。

４．１．２　内镜的清洗消毒也可由消毒供应中心负责，遵循本

标准开展工作。

４．１．３　应将内镜清洗消毒工作纳入医疗质量管理，制定和

完善内镜诊疗中心（室）医院感染管理和内镜清洗消毒的各

项规章制度并落实，加强监测。

４．１．４　护理管理、人事管理、医院感染管理、设备及后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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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部门，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内镜诊疗中心（室）的管

理履行以下职责：

ａ）根据工作量合理配置内镜诊疗中心（室）的工作人员。

ｂ）落实岗位培训制度。将内镜清洗消毒专业知识和相

关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知识纳入内镜诊疗中心（室）人员的

继续教育计划。

ｃ）对内镜诊疗中心（室）清洗、消毒、灭菌工作和质量监

测进行指导和监督，定期进行检查与评价。

ｄ）发生可疑内镜相关感染时，组织、协调内镜诊疗中心

（室）和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分析，提出改进措施。

ｅ）对内镜诊疗中心（室）新建、改建与扩建的设计方案进

行卫生学审议；对清洗、消毒与灭菌设备的配置与质量指标

提出意见。

ｆ）负责设备购置的审核（合格证、技术参数）；建立对厂

家设备安装、检修的质量审核、验收制度；专人负责内镜诊疗

中心（室）设备的维护和定期检修，并建立设备档案。

ｇ）保障内镜诊疗中心（室）的水、电、压缩空气的供给和

质量，定期进行设施、管道的维护和检修。

４．２　内镜诊疗中心（室）的管理要求　

４．２．１　应建立健全岗位职责、清洗消毒操作规程、质量管

理、监测、设备管理、器械管理、职业安全防护、继续教育和培

训等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４．２．２　应有相对固定的专人从事内镜清洗消毒工作，其数

量与本单位的工作量相匹配。

４．２．３　应指定专人负责质量监测工作。

４．２．４　工作人员进行内镜诊疗或者清洗消毒时，应遵循标

准预防原则和 ＷＳ／Ｔ３１１的要求做好个人防护，穿戴必要的

防护用品。不同区域人员防护着装要求见附录Ａ。

４．２．５　内镜诊疗中心（室）的工作人员应接受与其岗位职责

相应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正确掌握以下知识与技能：

ａ）内镜及附件的清洗、消毒、灭菌的知识与技能；

ｂ）内镜构造及保养知识；

ｃ）清洗剂、消毒剂及清洗消毒设备的使用方法；

ｄ）标准预防及职业安全防护原则和方法；

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相关知识。

５　布局及设施、设备要求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１　内镜诊疗中心（室）应设立办公区、患者候诊室（区）、

诊疗室（区）、清洗消毒室（区）、内镜与附件储存库（柜）等，其

面积应与工作需要相匹配。

５．１．２　应根据开展的内镜诊疗项目设置相应的诊疗室。

５．１．３　不同系统（如呼吸、消化系统）软式内镜的诊疗工作

应分室进行。

５．２　内镜诊疗室　

５．２．１　诊疗室内的每个诊疗单位应包括诊查床１张、主机

（含显示器）、吸引器、治疗车等。

５．２．２　软式内镜及附件数量应与诊疗工作量相匹配。

５．２．３　灭菌内镜的诊疗环境至少应达到非洁净手术室的

要求。

５．２．４　应配备手卫生装置，采用非手触式水龙头。

５．２．５　应配备口罩、帽子、手套、护目镜或防护面罩等。

５．２．６　注水瓶内的用水应为无菌水，每天更换。

５．２．７　宜采用全浸泡式内镜。

５．２．８　宜使用一次性吸引管。

５．３清洗消毒室　

５．３．１　应独立设置。

５．３．２　应保持通风良好。

５．３．３　如采用机械通风，宜采取“上送下排”方式，换气次数

宜≥１０次／ｈ，最小新风量宜达到２次／ｈ。

５．３．４　清洗消毒流程应做到由污到洁，应将操作规程以文

字或图片方式在清洗消毒室适当的位置张贴。

５．３．５　不同系统（如呼吸、消化系统）软式内镜的清洗槽、内

镜自动清洗消毒机应分开设置和使用。

５．３．６　应配有以下设施、设备：

ａ）清洗槽。手工清洗消毒操作还应配备漂洗槽、消毒

槽、终末漂洗槽。

ｂ）全管道灌流器。

ｃ）各种内镜专用刷。

ｄ）压力水枪。

ｅ）压力气枪。

ｆ）测漏仪器。

ｇ）计时器。

ｈ）内镜及附件运送容器。

ｉ）低纤维絮且质地柔软的擦拭布、垫巾。

ｊ）手卫生装置，采用非手触式水龙头。

５．３．７　宜配备动力泵（与全管道灌流器配合使用）、超声波

清洗器。

５．３．８　宜配备内镜自动清洗消毒机。

５．３．９　内镜自动清洗消毒机相关要求应符合ＧＢ３０６８９的

规定，主要包括：

ａ）应具备清洗、消毒、漂洗、自身消毒功能；

ｂ）宜具备测漏、水过滤、干燥、数据打印等功能。

５．３．１０　灭菌设备：用于内镜灭菌的低温灭菌设备应符合国

家相关规定。

５．３．１１　清洗消毒室的耗材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水：应有自来水、纯化水、无菌水。自来水水质应符合

ＧＢ５７４９的规定。纯化水应符合ＧＢ５７４９的规定，并应保证

细菌总数≤１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生产纯化水所使用的滤膜孔径

应≤０．２μｍ，并定期更换。无菌水为经过灭菌工艺处理的

水。必要时对纯化水或无菌水进行微生物学检测。

ｂ）压缩空气：应为清洁压缩空气。

ｃ）医用清洗剂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应选择适用于软式内镜的低泡医用清洗剂；

　２）可根据需要选择特殊用途的医用清洗剂，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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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生物膜作用的医用清洗剂。

ｄ）医用润滑剂：应为水溶性，与人体组织有较好的相容

性，不影响灭菌介质的穿透性和器械的机械性能。

ｅ）消毒剂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应适用于内镜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并对内镜腐

蚀性较低；

　２）可选用邻苯二甲醛、戊二醛、过氧乙酸、二氧化氯、

酸性氧化电位水、复方含氯消毒剂，也可选用其他消毒剂；

　３）部分消毒剂使用方法见附录Ｂ；

　４）酸性氧化电位水应符合ＧＢ２８２３４的规定。

ｆ）灭菌剂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应适用于内镜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并对内镜腐

蚀性较低；

　２）可选用戊二醛、过氧乙酸，也可选用其他灭菌剂；

　３）部分灭菌剂使用方法见附录Ｂ。

ｇ）消毒剂浓度测试纸：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ｈ）干燥剂：应配备７５％～９５％乙醇或异丙醇。

５．３．１２　个人防护用品：应配备防水围裙或防水隔离衣、医

用外科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帽子、手套、专用鞋等。

５．４　内镜与附件储存库（柜）　内表面应光滑、无缝隙，

便于清洁和消毒，与附件储存库（柜）应通风良好，保持干燥。

６　清洗消毒操作规程

６．１　基本原则　

６．１．１　所有软式内镜每次使用后均应进行彻底清洗和高水

平消毒或灭菌。

６．１．２　软式内镜及重复使用的附件、诊疗用品应遵循以下

原则进行分类处理：

ａ）进入人体无菌组织、器官，或接触破损皮肤、破损黏膜

的软式内镜及附件应进行灭菌；

ｂ）与完整黏膜相接触，而不进入人体无菌组织、器官，

也不接触破损皮肤、破损黏膜的软式内镜及附属物品、器具，

应进行高水平消毒；

ｃ）与完整皮肤接触而不与黏膜接触的用品宜低水平消

毒或清洁。

６．１．３　内镜清洗消毒应遵循以下流程（见图１）。

６．１．４　注意事项如下：

ａ）内镜使用后应按以下要求测漏：

　１）宜每次清洗前测漏；

　２）条件不允许时，应至少每天测漏１次。

ｂ）内镜消毒或灭菌前应进行彻底清洗。

ｃ）清洗剂和消毒剂的作用时间应遵循产品说明书。确

诊或疑似分枝杆菌感染患者使用过的内镜及附件，其消毒时

间应遵循产品的使用说明。

ｄ）消毒后的内镜应采用纯化水或无菌水进行终末漂

洗，采用浸泡灭菌的内镜应采用无菌水进行终末漂洗。

ｅ）内镜应储存于清洁、干燥的环境中。

诊疗室 预处理

清
洗
消
毒
室

测漏!

手工清洗"漂洗

手工 内镜清洗消毒机

内镜与附件
储存库#柜$

储存

消毒#灭菌$

终末漂洗
干燥

清洗
漂洗

消毒#灭菌$

终末漂洗
干燥

图１　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流程

　　ｆ）每日诊疗工作开始前，应对当日拟使用的消毒类内镜

进行再次消毒、终末漂洗、干燥后，方可用于患者诊疗。

６．２　手工操作流程　

６．２．１　预处理流程如下：

ａ）内镜从患者体内取出后，在与光源和视频处理器拆

离之前，应立即用含有清洗液的湿巾或湿纱布擦去外表面污

物，擦拭用品应一次性使用；

ｂ）反复送气与送水至少１０ｓ；

ｃ）将内镜的先端置入装有清洗液的容器中，启动吸引功

能，抽吸清洗液直至其流入吸引管；

ｄ）盖好内镜防水盖；

ｅ）放入运送容器，送至清洗消毒室。

６．２．２　测漏流程如下：

ａ）取下各类按钮和阀门；

ｂ）连接好测漏装置，并注入压力；

ｃ）将内镜全浸没于水中，使用注射器向各个管道注水，

以排出管道内气体；

ｄ）首先向各个方向弯曲内镜先端，观察有无气泡冒出；

再观察插入部、操作部、连接部等部分是否有气泡冒出；

ｅ）如发现渗漏，应及时保修送检；

ｆ）测漏情况应有记录；

ｇ）也可采用其他有效的测漏方法。

６．２．３　清洗流程如下：

ａ）在清洗槽内配制清洗液，将内镜、按钮和阀门完全浸

没于清洗液中。

ｂ）用擦拭布反复擦洗镜身，应重点擦洗插入部和操作

部。擦拭布应一用一更换。

ｃ）刷洗软式内镜的所有管道，刷洗时应两头见刷头，并

洗净刷头上的污物；反复刷洗至没有可见污染物。

ｄ）连接全管道灌流器，使用动力泵或注射器将各管道

内充满清洗液，浸泡时间应遵循产品说明书。

ｅ）刷洗按钮和阀门，适合超声清洗的按钮和阀门应遵循

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进行超声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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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每清洗１条内镜后清洗液应更换。

ｇ）将清洗刷清洗干净，高水平消毒后备用。

６．２．４　漂洗流程如下：

ａ）将清洗后的内镜连同全管道灌流器、按钮、阀门移入

漂洗槽内；

ｂ）使用动力泵或压力水枪充分冲洗内镜各管道至无清

洗液残留；

ｃ）用流动水冲洗内镜的外表面、按钮和阀门；

ｄ）使用动力泵或压力气枪向各管道充气至少３０ｓ，去除

管道内的水分；

ｅ）用擦拭布擦干内镜外表面、按钮和阀门，擦拭布应一

用一更换。

６．２．５　消毒（灭菌）流程如下：

ａ）将内镜连同全管道灌流器，以及按钮、阀门移入消毒

槽，并全部浸没于消毒液中；

ｂ）使用动力泵或注射器，将各管道内充满消毒液，消毒

方式和时间应遵循产品说明书；

ｃ）更换手套，向各管道至少充气３０ｓ，去除管道内的消

毒液；

ｄ）使用灭菌设备对软式内镜灭菌时，应遵循设备使用

说明书。

６．２．６　终末漂洗流程如下：

ａ）将内镜连同全管道灌流器，以及按钮、阀门移入终末

漂洗槽；

ｂ）使用动力泵或压力水枪，用纯化水或无菌水冲洗内

镜各管道至少２ｍｉｎ，直至无消毒剂残留；

ｃ）用纯化水或无菌水冲洗内镜的外表面、按钮和阀门；

ｄ）采用浸泡灭菌的内镜应在专用终末漂洗槽内使用无

菌水进行终末漂洗；

ｅ）取下全管道灌流器。

６．２．７　干燥流程如下：

ａ）将内镜、按钮和阀门置于铺设无菌巾的专用干燥台。

无菌巾应每４ｈ更换１次。

ｂ）用７５％～９５％乙醇或异丙醇灌注所有管道。

ｃ）使用压力气枪，用洁净压缩空气向所有管道充气至少

３０ｓ，至其完全干燥。

ｄ）用无菌擦拭布、压力气枪干燥内镜外表面、按钮和

阀门。

ｅ）安装按钮和阀门。

６．３　内镜清洗消毒机操作流程　

６．３．１　使用内镜清洗消毒机前应先遵循６．２．１、６．２．２、

６．２．３、６．２．４的规定对内镜进行预处理、测漏、清洗和漂洗。

６．３．２　清洗和漂洗可在同一清洗槽内进行。

６．３．３　内镜清洗消毒机的使用应遵循产品使用说明。

６．３．４　无干燥功能的内镜清洗消毒机，应遵循６．２．７的规

定进行干燥。

６．４　复用附件的清洗消毒与灭菌　

６．４．１　附件使用后应及时浸泡在清洗液里或使用保湿剂保

湿，如为管腔类附件应向管腔内注入清洗液。

６．４．２　附件的内外表面及关节处应仔细刷洗，直至无可见

污染物。

６．４．３　采用超声清洗的附件，应遵循附件的产品说明书使

用医用清洗剂进行超声清洗。清洗后用流动水漂洗干净，

干燥。

６．４．４　附件的润滑应遵循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

６．４．５　根据６．１．２选择消毒或灭菌方法：

ａ）耐湿、耐热附件的消毒：

　１）可选用热力消毒，也可采用消毒剂进行消毒；

　２）消毒剂的使用方法应遵循产品说明书；

　３）使用消毒剂消毒后，应采用纯化水或无菌水漂洗

干净，干燥备用。

ｂ）耐湿、耐热附件的灭菌首选压力蒸汽灭菌；不耐热的

附件应采用低温灭菌设备或化学灭菌剂浸泡灭菌，采用化学

灭菌剂浸泡灭菌后应使用无菌水漂洗干净，干燥备用。

６．５　储存　

６．５．１　内镜干燥后应储存于内镜与附件储存库（柜）内，镜

体应悬挂，弯角固定钮应置于自由位，并将取下的各类按钮

和阀门单独储存。

６．５．２　内镜与附件储存库（柜）应每周清洁消毒１次，遇污

染时应随时清洁消毒。

６．５．３　灭菌后的内镜、附件及相关物品应遵循无菌物品储

存要求进行储存。

６．６　设施、设备及环境的清洁消毒　

６．６．１　每日清洗消毒工作结?，应对清洗槽、漂洗槽等彻底

刷洗，并采用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或其他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的消毒剂进行消毒。

６．６．２　每次更换消毒剂时，应彻底刷洗消毒槽。

６．６．３　每日诊疗及清洗消毒工作结?后，应对内镜诊疗中

心（室）的环境进行清洁和消毒处理。

７　监测与记录

７．１　内镜清洗质量监测　

７．１．１　应采用目测方法对每件内镜及其附件进行检查。内

镜及其附件的表面应清洁、无污渍。清洗质量不合格的，应

重新处理。

７．１．２　可采用蛋白残留测定、ＡＴＰ生物荧光测定等方法，

定期监测内镜的清洗效果。

７．２　使用中的消毒剂或灭菌剂监测　

７．２．１　浓度监测

７．２．１．１　应遵循产品使用说明书进行浓度监测。

７．２．１．２　产品说明书未写明浓度监测频率的，一次性使用

的消毒剂或灭菌剂应每批次进行浓度监测；重复使用的消毒

剂或灭菌剂配制后应测定一次浓度，每次使用前进行监测；

消毒内镜数量达到规定数量的一半后，应在每条内镜消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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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定。

７．２．１．３　酸性氧化电位水应在每次使用前，应在使用现场

酸性氧化电位水出水口处，分别测定ｐＨ和有效氯浓度。

７．２．２　染菌量监测　每季度应监测１次，监测方法应遵循

ＷＳ／Ｔ３６７的规定。

７．３　内镜消毒质量监测　

７．３．１　消毒内镜应每季度进行生物学监测。监测采用轮换

抽检的方式，每次按２５％的比例抽检。内镜数量少于等于５

条的，应每次全部监测；多于５条的，每次监测数量应不低于

５条。

７．３．２　监测方法应遵循 ＧＢ１５９８２的规定，消毒合格标准：

菌落总数≤２０ＣＦＵ／件。

７．３．３　当怀疑医院感染与内镜诊疗操作相关时，应进行致

病性微生物检测，方法应遵循ＧＢ１５９８２的规定。

７．４　内镜清洗消毒机的监测　

７．４．１　内镜清洗消毒机新安装或维修后，应对清洗消毒后

的内镜进行生物学监测，监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７．４．２　内镜清洗消毒机的其他监测，应遵循国家的有关

规定。

７．５　手卫生和环境消毒质量监测　

７．５．１　每季度应对医务人员手消毒效果进行监测，监测方

法应遵循 ＷＳ／Ｔ３１３的规定。

７．５．２　每季度应对诊疗室、清洗消毒室的环境消毒效果进

行监测，监测方法应遵循 ＷＳ／Ｔ３６７的规定。

７．６　质量控制过程的记录与可追溯要求　

７．６．１　应记录每条内镜的使用及清洗消毒情况，包括：诊疗

日期、患者标识与内镜编号（均应具唯一性）、清洗消毒的起

止时间以及操作人员姓名等。

７．６．２　应记录使用中消毒剂浓度及染菌量的监测结果。

７．６．３　应记录内镜的生物学监测结果。

７．６．４　宜留存内镜清洗消毒机运行参数打印资料。

７．６．５　应记录手卫生和环境消毒质量监测结果。

７．６．６　记录应具有可追溯性，消毒剂浓度监测记录的保存

期应≥６个月，其他监测资料的保存期应≥３年。

附　录犃

（规范性附录）

内镜诊疗中心（室）不同区域人员防护着装要求

内镜诊疗中心（室）不同区域人员防护着装要求见表Ａ．１。

表犃．１　内镜诊疗中心（室）不同区域人员防护着装要求

区域

防护着装

工作服 手术帽 口罩 手套
护目镜

或面罩

防水围裙或

防水隔离衣
专用鞋

诊疗室 √ √ √ √ △

清洗消毒室 √ √ √ √ √ √ √

注：√应使用，△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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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犅

（规范性附录）

部分消毒（灭菌）剂使用方法

部分消毒（灭菌）剂使用方法见表Ｂ．１。

表犅．１　部分消毒（灭菌）剂使用方法

消毒（灭菌）剂 高水平消毒及灭菌参数 使用方式 注意事项

邻苯二甲醛

（ＯＰＡ）

浓度：５５％（０．５％～０．６％）

时间：消毒≥５ｍｉｎ

１．内镜清洗消毒机。

２．手工操作：消毒液应注满

各管道，浸泡消毒

１．易使衣服、皮肤、仪器等

染色。

２．接触蒸气可能刺激呼吸道

和眼睛

戊二醛

（ＧＡ）

浓度：≥２％（碱性）

时间：支气管镜消毒浸泡时

间≥２０ｍｉｎ；其他内镜消毒

≥１０ｍｉｎ；结核杆菌、其他分

枝杆菌等特殊感染患者使用

后的内镜浸泡≥４５ｍｉｎ；灭

菌≥１０ｈ

１．内镜清洗消毒机。

２．手工操作：消毒液应注满

各管道，浸泡消毒

１．对皮肤、眼睛和呼吸具有

致敏性和刺激性，并能引发

皮炎、结膜炎、鼻腔发炎及职

业性哮喘，宜在内镜清洗消

毒机中使用。

２．易在内镜及清洗消毒设备

上形成硬结物质

过氧乙酸

（ＰＡＡ）

浓度：０．２％～０．３５％（体积

分数）

时间：消毒≥５ｍｉｎ，灭菌≥

１０ｍｉｎ

内镜清洗消毒机
对皮肤、眼睛和呼吸道有刺

激性

二氧化氯
浓度：１００～５００ｍｇ／Ｌ

时间：消毒３～５ｍｉｎ

１．内镜清洗消毒机。

２．手工操作：消毒液应注满

各管道，浸泡消毒

活化率低时产生较大刺激性

气味，宜在内镜清洗消毒机

中使用

酸性氧化电位水

（ＡＥＯＷ）

主要指标：

有效氯浓度６０ｍｇ／Ｌ±１０

ｍｇ／Ｌ；ｐＨ２．０～３．０；

氧化还原电位≥１１００ｍＶ；

残留氯离子＜１０００ｍｇ／Ｌ。

时间：消毒３～５ｍｉｎ

１．酸性氧化电位水内镜清洗

消毒机。

２．手工操作：使用专用连接

器将酸性氧化电位水出水口

与内镜各孔道连接，流动浸

泡消毒

１．在存在有机物质的情况

下，消毒效果会急剧下降，消

毒前清洗应彻底。尤其对污

染严重、不易清洗的内镜（如

肠镜等），应增加刷洗次数，

延长清洗时间，保证清洗

质量。

２．应 采 用 流 动 浸 泡 方 式

消毒。

３．消毒后纯化水或无菌水冲

洗３０ｓ

注１：表中所列的消毒（灭菌）剂，其具体使用条件与注意事项等遵循产品使用说明书。

注２：表中未列明的同类或其他消毒（灭菌）剂，其使用方式与注意事项等遵循产品使用说明书。

转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 ＷＳ５０７—２０１６［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２－２７）［２０１７－０４－

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ｆｐｃ．ｇｏｖ．ｃｎ／ｚｈｕｚ／ｓ９４９６／２０１７０１／４９１ｅｃ３８ｅｆｃ８８４５３１８０１５４９ｃｆｂ９０ｄ８６５ｄ．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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