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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应用信息化手段管理医疗废物的效果

王今琦，李　能，邱菊红，何小满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摘　要］　目的　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探索医疗废物有效管理模式。方法　选取某三甲

医院，采用信息化为支撑的管理模式，实时监测全院医疗废物的收集、转运和暂存，并针对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采

用ＰＤＣＡ管理工具进行持续质量改进。统计分析应用信息化管理前后医疗废物相关知识知晓率、医疗废物处置正

确率及医疗废物相关职业暴露率的变化。结果　对医疗废物相关知识认知情况进行调查，除医疗废物管理制度要

求，其余各项调查的正确率均为信息化管理后高于管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１）。管理部门日常对医

疗废物处置情况检查，除医疗废物暂存场所规范、保洁人员防护措施两项指标外，其余各项检查指标均为信息化管

理后高于管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１）。信息化管理实施后医疗废物处置相关职业暴露率为０．００５例

次／人年，低于实施前的０．０１１例次／人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基于信息化的医疗废物管理模式

成效明显，并能反映持续改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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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

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

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１］，具体包括

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和化学性废物。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意识

的增强以及医疗水平的进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逐渐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加，相应的

医疗废物产生量也逐渐上升［２］。２０１３年我国医疗

废物产量约为１８３．２万吨，到２０１６年产量为

２１４．６万吨
［３］。另有报道［４］称我国医疗机构的医疗

废物产量每年在以２０％的速度增长。医疗废物具

有很强的感染性和毒性，处置不当可对环境和人体

健康产生极大危害［５６］。因此，合理处置医疗废物，

确保医疗环境安全和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已成为医疗

机构的重要职责［７］，医疗废物管理也已成为全球的

重要议题［８］。

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院内管理具有环节多、涉

及部门多［９］、污染控制难等特点，目前大部分医院的

医疗废物内部交接与登记还停留在手工操作和记录

的阶段，存在诸多弊端，包括效率低，易产生二次污

染，流程有管理漏洞等；尤其是近些年频频出现了医

疗废物的遗失和外漏，不仅给医院形象带来了极大

负面影响，也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潜在损害［１０］。

传统管理手段会使医疗废物管理得到改进，但我们

在实施中发现，由于医疗废物管理涉及部门众多，工

作人员素质不一，管理手段的推进常常耗费大量人

力，且实施及效果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因此，为了进

一步规范医疗废物院内处置，武汉市某三甲医院于

２０１６年开始实施医疗废物的信息化管理。经过一年

试运行与一年正式运行，管理效果显著，现分析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武汉市某三甲医院，开放床位

２７５０张。２０１６年３月开始利用医疗废物信息化

管理系统对全院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转运、暂存进行

实时监测。

１．２　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　医疗废物处

理流程环节众多，医疗机构内处理流程主要包括分

类收集、转运、储存。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设

计以实际流程为基准，满足各病区医疗废物分类

收集、管理，保洁人员收集、转运，医疗废物暂存，交

接登记等需求。该系统主要功能及组成包括：管理

人员、病区医务人员、保洁人员注册，并分配权限；交

接时通过终端机进行身份识别、交接后形成电子登

记卡；车载ＧＰＳ查询转运路线及进行质量监控，发

生重量、路线等异常及时智能预警；暂存处视频监

控；各环节可进行信息统计、查询。该系统主要运行

流程为：转运人员扫描各包装医疗废物封口标签，进

入转运车上转运桶，自动完成病区、时间、类别、重量

的锁定；转运车辆全程ＧＰＳ及车载质量监控，发现

所载质量或路径异常及时预警；到达暂存间自动过

磅进行二次称重，质量与之前对比有异常及时预警；

与市政转运人员交接时自动过磅称重，质量有异常

及时预警。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评价方法　２０１６年３月，医院开始试运行

信息化系统，２０１７年３月，正式将信息化管理应用

到医疗废物管理工作中。分析比较信息化管理实施

前（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１６年３月）与实施后（２０１６年

３月—２０１８年３月）医院医疗废物管理情况。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安全管理

指南［５］及发表的权威文献［１１１２］，参考该院信息化管

理实际情况，拟定医疗废物相关知识知晓率、医疗废

物处置正确率及医疗废物相关职业暴露率作为评价

指标。

根据医院工作安排，相关科室行政人员需每月

对全院进行随机督查并记录情况，评价指标的调查

工作由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经培训后承担。（１）医

疗废物认知情况调查：制定医疗废物相关知识调查

提纲，分别在信息化管理实施前和实施后进行收集。

收集方式为日常督查活动中随机对全院工作人员进

行现场访谈并记录。（２）通过现场观察记录收集医

疗废物处置正确率。（３）职业暴露情况：医院感染管

理办公室为职业暴露主管科室，暴露者填写相关登

记表（包括血液、体液污染皮肤、黏膜或针刺伤等暴

露途径）后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由专职人员负

责收集、整理资料及追踪随访，并将资料登记备案进

行统计。将工作人员暴露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职

业暴露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前后改变。

１．３．２　管理方法　ＰＤＣＡ循环是一套在管理领域

应用十分普遍的管理工具，通过计划（ｐｌａ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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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检查（ｃｈｅｃｋ）、总结（ａｃｔ）的一套工作程序对质

量进行监管，循环往复，达成放大系统功效、提升趋

近目标质量的目的［７］。该院管理工作中针对发现的

问题常规应用ＰＤＣＡ循环来持续改进。医疗废物

信息化管理系统可实时、全面监测全院医疗废物的

收集、转运和暂存，出现问题及时预警，有利于及时

处理、记录和分析。对于处理效果不佳、后续可继续

改进及出现次数较多的问题，通过ＰＤＣＡ循环进行

持续改进。（１）计划：该院已成立多部门合作医疗废

物管理委员会，主要包括后勤、院感办、护理部和临

床科室院感管理小组。通过信息化管理中发现的问

题与缺陷，制定干预措施。根据《医疗废物管理

条例》［１］《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１３］及

《国家卫生计生委进一步加强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

通知》［１４］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确定处置目

标，最终目标为通过信息化支撑及ＰＤＣＡ管理手

段，使医院工作人员掌握医疗废物相关知识，并实施

到日常工作中，从而提高医疗废物正确处置率，增强

自身防护。（２）实施：完善医院原有的医疗废物管理

制度，增加可行性。信息化管理系统上线前后，集中

多次对全院临床科室、医技科室及物业公司职工进

行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应用培训，对仪器、设备以及

操作等相关技能知识进行专题讲座。针对信息化管

理中暴露的常见问题、多发问题和疑难问题进行现

场调研和访谈，寻找问题原因，在医疗废物管理委员

会例会上商讨解决方法，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切

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和预防措施；通过有针对性地完

善硬件设施、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加强相关人员

技术培训、增加督导力度等方式，落实改进和预防措施。

（３）检查：每天查看信息化管理系统，及时发现问题

并进行督导处理。对临床、医技及物业保洁人员进

行不定期抽查，针对回答和处置优秀的人员给予相

应奖励，对于敷衍和不认真人员加强督导，视情况给

予相应惩罚。（４）总结：在定期召开的医疗废物管理

委员会会议上对疑难问题、改进方案和预防措施、实

施效果进行总结和分析，提出循环后仍然存在的问

题及新的问题，再进入下一个ＰＤＣＡ循环，使医院

医疗废物管理得到持续改进。

１．４　统计分析　应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医疗废物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　对医疗废物

相关知识认知情况进行调查，在信息化管理实施前

调查１６７名，实施后调查１１３名。除医疗废物管理

制度要求，其余各项调查的正确率均为信息化管理

后高于管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１）。

见表１。

表１　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实施前后医疗废物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ｗａｓｔ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ｗａｓ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调查项目
信息化管理前（狀＝１６７）

正确次数 正确率（％）

信息化管理后（狀＝１１３）

正确次数 正确率（％）
χ
２ 犘

医疗废物分类要求 １３９ ８３．２３ １１０ ９７．３５ １３．６３ ＜０．０１

医疗废物包装要求 １２４ ７４．２５ １０７ ９４．６９ ３４．３８ ＜０．０１

医疗废物管理制度要求 １６１ ９６．４１ １１０ ９７．３５ ０．１９ ０．７４

医疗废物登记资料保存要求 １２１ ７２．４６ ９８ ８６．７３ ８．０６ ＜０．０１

医疗废物暂存设施要求 １３０ ７７．８４ １０４ ９２．０４ ９．８９ ＜０．０１

医疗废物暂存时间要求 １０４ ６２．２８ １０２ ９０．２７ ２７．１６ ＜０．０１

医疗废物转运要求 １３２ ７９．０４ １１１ ９８．２３ ２１．６４ ＜０．０１

发生利器伤处理流程 １１９ ７１．２６ １０９ ９６．４６ ２８．３１ ＜０．０１

２．２　医疗废物日常处置情况　管理部门日常对医

疗废物处置情况进行检查，在信息化管理实施前检

查１０４次，实施后检查１３１次。除医疗废物暂存场

所规范、保洁人员防护措施两项指标外，其余各项检

查指标均为信息化管理后高于管理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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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实施前后医疗废物日常处置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Ｄａｉｌｙ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ｗａｓｔ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ｗａｓ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检查指标
信息化管理前（狀＝１０４）

正确次数 正确率（％）

信息化管理后（狀＝１３１）

正确次数 正确率（％）
χ
２ 犘

加盖盛放 ８１ ７７．８８ １１９ ９０．８４ ７．６８ ＜０．０１

容量＜容器３／４ ９０ ８６．５４ １２６ ９６．１８ ７．２６ ＜０．０１

有效扎口 ７６ ７３．０８ １２９ ９８．４７ ３３．５８ ＜０．０１

分类、密封收集 ７３ ７０．１９ １２４ ９４．６６ ２５．６０ ＜０．０１

交接登记规范 ８６ ８２．６９ １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５６ ＜０．０１

医疗废物暂存场所规范 ８９ ８５．５８ １２１ ９２．３７ ２．８１ ０．１４

运送过程无遗漏、遗失 ９３ ８９．４２ １３０ ９９．２４ １１．５２ ＜０．０１

保洁人员防护措施 ８５ ８１．７３ １１４ ８７．０２ １．２５ ０．２８

２．３　职业暴露情况　信息化管理实施前全院共报

告医疗废物处置相关职业暴露４０例次／年，暴露率

为０．０１１例次／人年。其中保洁人员２３例次／年，医

护人员１７例次／年。信息化管理实施后全院报告

医疗废物处置相关职业暴露２１例次／年，暴露率

０．００５例次／人年。其中保洁人员１３例次／年，医护

人员８例次／年。信息化管理后医疗废物处置相关

职业暴露率低于信息化管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其中信息化管理后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率

低于管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实施前后医疗废物相关职业暴露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ｗａｓｔ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ｗａｓ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人员类别

信息化管理前

总人数
职业暴露

（例次数／年）

暴露率

（例次／人年）

信息化管理后

总人数
职业暴露

（例次数／年）

暴露率

（例次／人年）

χ
２ 犘

医务人员 ３３６３ １７ ０．００５ ４２７１ ８ ０．００２ ５．８３６ ０．０１６

保洁员 １７８ ２３ ０．１２９ １８９ １３ ０．０６９ ３．７８４ ０．０５２

合计 ３５４１ ４０ ０．０１１ ４４６０ ２１ ０．００５ １１．３２２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医院在实施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后发现，医疗

废物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全院医疗废物的

收集、转运和暂存，及时、准确提供医疗废物质量、交

接情况等数据，有异常情况可实时反馈。该系统便

于管理部门对过程进行监控，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问题运用ＰＤＣＡ循环管理方法来持续改进，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两年的运行，三项评价指

标均改变明显。

医院员工对医疗废物的认知普遍提高。员工对

医疗废物管理的正确认知是医院管理的重要体现，

也是自觉正确处置医疗废物的前提［１５］。在医疗废

物信息化管理系统上线及运行期间，多次对临床医

技人员、保洁人员进行集中教育、培训。信息化管理

系统正式运行期间，出现问题及时预警和反馈，加深

工作人员对医疗废物相关知识的正确认知。医疗废

物信息化管理后，员工对医疗废物管理的认知普遍

改善。

医疗废物日常处置成效较为显著。医疗废物信

息化系统的最终目的是加强医疗废物监管，防止各

项违规行为对公众和环境的危害。通过实施医疗废

物信息化管理，医院完善了医疗废物处置流程，通过

信息系统监控每个处置环节，对处置中的问题及时

记录、预警，实时督促操作人员正确处置医疗废物，

并通过ＰＤＣＡ循环使医疗废物管理得到持续质量

改进。医院医疗废物处置正确率在实施信息化管理

后普遍提高，有效规范了医疗废物院内管理，管理成

效有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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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相关职业暴露发生率明显降低。医疗

废物管理信息化改变了传统医疗废物交接中的手工

登记和统计，即增加了登记数据的准确性，又提高了

工作效率。信息化处置交接登记会自动上传医疗废

物种类、质量等信息，客观上要求医务人员在源头做

好规范分类，减少废物处置导致职业暴露的机会；此

外，医疗废物进暂存间二次称重和与处置公司交接

称重均自动完成，减少了处置人员二次污染和职业

暴露机会。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系统运行后，医务

人员和保洁人员医疗废物相关职业暴露发生率均明

显降低。

医疗机构医疗废物产生部门众多，各部门产生

的医疗废物种类和数量各有不同。医疗废物处置环节

众多，涉及医疗、护理、医院感染、后勤、物业等部门［１６］，

牵扯人员众多，素质参差不齐。传统处置过程缺乏

监督，过渡依赖涉及人员的自觉性。交接单等登记

工作繁琐，需手动登记，常常流于形式。医疗废物

处置过程中数量、路线、质量等无法准确把握，发生

医疗废物遗落、流失等情况难以追溯。传统监督

检查模式存在瞬时性和偶然性［１７］。该院日常应用

多种管理手段进行医疗废物管理的改进，但是涉及

管理部门众多，发现问题难以追溯和界定责任，需要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推进，难以发挥持久的管理效

果。本研究总结了在常规应用ＰＤＣＡ循环管理医疗

废物的基础上，使用信息化实时监测发挥管理效果的

方法，信息化能够确保医疗废物管理信息的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和可追溯性，发现问题实时提醒、预

警，结合传统管理手段，可持久发挥明显的管理效果。

该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医务人员对医疗

废物的分类处置情况无法进行实时反馈，仍需要传

统管理方法来规范医务人员的分类收集行为。在今

后的研究中，可开展针对医务人员分类处置医疗废

物的干预活动，从而进一步完善医疗废物医院内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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