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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索呼吸机共享管理模式下感染控制及实施方案。方法　对某院呼吸机使用及管理需求进行

调查，设计共享呼吸机感染防控模块、医院感染调查模块等，通过电脑与手机端智能 ＡＰＰ实现共享呼吸机终末消

毒的信息化管理，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起对１２台共享呼吸机感染控制模块进行实际运行测试及效果检测。结果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１４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累计共享７台呼吸机，借用科室５个，借用时间２４～１２８８ｈ，累计借用时长约

１６９８ｈ，平均借用时长２４２．５７ｈ／次。１２台共享呼吸机的日均使用时间为２．６２ｈ／ｄ。共享前１２台呼吸机均为科

室闲置机器，日均使用时间为０ｈ／ｄ。在感染防控模块的可视化自动提示下，１２台共享呼吸机使用后消毒情况

合格，自检测试全部通过。结论　共享呼吸机的使用能够节约成本，满足临床需求，提高感染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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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机是一种取代或部分取代患者自主呼吸的

机械通气装置，从呼吸过程的各个方面改善患者的

肺通气／换气功能，缓解呼吸肌疲劳［１］。随着分级诊

疗的推进，我院作为卫生部直属的三级甲等医院，承

担危重症患者救治的任务也日渐增加。呼吸机作为

危重患者生命支持的重要医疗设备，需求也越来越

多。共享医疗设备管理即专管、共用管理，是对使用

不可预见、部分科室使用率不高或常规配备不能满

足使用的各类医疗设备实行集中保管，为有需求的

科室提供借用。长期有效的做法是建立共享中心，

专人集中保管、维护、借用和管理。其作用是满足医

疗需要，使医疗资源充分利用，减少医疗设备重复购

置，减少经费投入［２４］。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以虚

拟化、数字化形式展现的网络成为信息的主要载

体［２，５］。我院探讨使用基于手机及平板电脑的应

用软件设备掌控宝（ＡＰＰ）的呼吸机共享管理模

式。ＩＳＯ风险评价和国际医疗机构认证联合委员

会（ＪＣＩ）提出呼吸机是危险等级最高的医疗设备

之一［６７］。而其中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ＶＡＰ）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医院获

得性肺炎，发病率高、病死率高、医疗费用高［８］。

ＶＡＰ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呼吸机管路等

引起的ＶＡＰ不容忽视
［９１０］。建立完善的共享呼吸

机感染防控措施是保证共享呼吸机方案能够实施的

首要因素。本院感染管理办公室（院感办）、医工处、

重症监护室以及呼吸机厂家工程师组成了共享呼吸

机感染控制专家小组，共同探讨形成了本院共享呼

吸机感控防控模块。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基本情况

１．１．１　呼吸机使用情况统计　本院７５个科室

中，１４个临床科室购置了９个品牌的呼吸机，共计

２６９台。２０１８年１—６月调查结果显示，２６９台呼吸

机的日均工作时长为１０．１８ｈ，拥有呼吸机且日均

工作时长超过平均时长的仅５个科室；６１个没有呼

吸机的科室中，３５个科室因抢救需要，存在跨科室

借用呼吸机的情况。

１．１．２　呼吸机参数偏离情况　２０１７年７月本院呼

吸机抽样质检结果显示：４５台呼吸机，性能参数至

少有一项发生偏离的呼吸机３２台（７１．１％），主要偏

差是氧浓度监测问题，其中氧浓度监测参数偏离率

为６２．２２％（２８ 台），潮气量偏离率为 １５．５６％

（７台），蓄电池偏离率为４６．６７％（２１台），定期维护

保养偏离率为１７．７８％（８台）。

１．１．３　呼吸机管理情况和管理需求调查　不同科

室呼吸机管理人员不一，呼吸与危重症四部及外科

重症监护室由呼吸治疗师对呼吸机进行调试、管理

和消毒；其他科室由医生调试，护士管理和消毒。

全部呼吸机由医工处和厂家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

对医院有呼吸机借用需求的科室进行便利抽样调

查，结果显示７９．５７％（７４／９３）被调查者不清楚呼吸

机的正确消毒方法，９３名被调查者均表示未接受过

呼吸机清洗消毒的规范化培训。

本院呼吸机使用需求广，呼吸机品牌多，绝对数

量不低。目前，呼吸机日均使用率低，呼吸机日常维

护状况不良，参数偏离率发生高。呼吸机借用科室

对呼吸机清洗消毒培训缺失，不能正确进行呼吸机

的清洗消毒。在此基础上专家小组成员探讨、制定

共享呼吸机感染防控模块。

１．２　共享呼吸机感染控制模块设计

１．２．１　呼吸机共享方案　利用ＡＰＰ制作本院的呼

吸机共享模块，并形成专用二维码。共享方案初期，

医工处从呼吸机日最高使用台数远低于科室呼吸机

拥有数量的科室调配了１２台呼吸机作为共享设备；

设备集中存放、集中管理；科室通过ＡＰＰ查看共享

呼吸机的使用状态，选择可借设备；借用的科室通过

ＡＰＰ扫码借还呼吸机；医工处通过后台管理，实时

查看共享设备的借还情况及使用数据，并及时维护、

维修，保障设备安全。流程见图１。呼吸机共享借

用是医院医疗设备优化配置的一种新方式，有很多

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使用消毒管理、使用操作管

理、成本效益分配管理等，其中医疗设备使用的消毒

管理是设备共享开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本研究重点

介绍共享设备的感染防控模块。

１．２．２　共享呼吸机感染防控模块　通过ＡＰＰ实现

本院共享呼吸机终末消毒的信息化管理。借用科室

呼吸机使用完毕后，依据《共享呼吸机终末消毒表

单》（见表１）进行终末消毒；保管科室依据表单核查

消毒执行情况，合格后将呼吸机维护为可借用状态；

院感办通过ＡＰＰ查看呼吸机消毒状态，每年对所有

共享呼吸机进行一次消毒效果监测；出现疑似与共

享呼吸机相关的医院感染，院感办将通过ＡＰＰ停止

相关呼吸机的使用；出现疑似与共享呼吸机相关的

医院感染暴发，院感办、医工处将联合通过ＡＰＰ停

止全部共享呼吸机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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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呼吸机共享调配流程图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１．２．２．１　共享呼吸机人员培训和使用模块　有使

用需求的科室设立共享呼吸机管理小组，设立组长。

由共享呼吸机专家小组对管理小组成员进行培训，

培训完成后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开通共享呼吸机

ＡＰＰ终端，给予呼吸机借用权限。

１．２．２．２　共享呼吸机终末消毒模块　该模块的使

用：由使用科室按照《共享呼吸机终末消毒表单》（见

表１）进行终末消毒并结束借用，提交呼吸机保管部

门，保管部门依据消毒表单进行核查，核查完毕后将

呼吸机设为可借用状态。

表１　共享呼吸机终末消毒表单

犜犪犫犾犲１　Ｅｎｄ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ｓ

（１）共享呼吸机清洗、消毒的基本要求

① 共享呼吸机使用后必须按规定进行清洗消毒

② 呼吸机使用时推荐在呼吸机吸气端安装过滤器；对于有呼吸

道传染可能的情况（如结核、流感等），应在呼气端安装过滤

器；吸气端及呼气端均安装过滤器的呼吸机内置管路一般

不需要常规清洗消毒

③ 呼吸机清洗消毒人员须接受清洗消毒培训

④ 呼吸机清洗消毒人员须接受医院感染管理培训

⑤ 呼吸机清洗消毒后，须由消毒人员签字确认

（２）Ｓｅｒｖｏｓ呼吸机终末消毒执行表单（使用科室执行）

① 设备外表面使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ｇ／Ｌ的季铵盐

或７５％乙醇擦拭

执行后打钩

显示器

旋钮

按键

主机

把手

进气口

出气口

② 管路

重复性使用管路（统一送消毒供应中心消毒）

一次性使用管路（医疗废物处理）

③ 湿化罐

重复性使用湿化罐（统一送消毒供应中心消毒）

一次性使用湿化罐（医疗废物处理）

④ 湿化器使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ｇ／Ｌ的季铵盐或

７５％乙醇擦拭

⑤ 湿化加热导丝使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ｇ／Ｌ的季铵

盐或７５％乙醇擦拭

⑥ 呼气盒使用７５％乙醇浸泡３０ｍｉｎ，吸气端及呼

气端均安装过滤器的呼气盒不进行常规消毒

（３）ＰＢ８４０呼吸机终末消毒后执行表单（使用科室执行）

① 设备外表面使用消毒湿巾或７５％乙醇擦拭 执行后打钩

显示器

旋钮

按键

主机

把手

进气口

出气口

② 管路

重复性使用管路（统一送消毒供应中心消毒）

一次性使用管路（医疗废物处理）

③ 湿化罐

重复性使用湿化罐（统一送消毒供应中心消毒）

一次性使用湿化罐（医疗废物处理）

④ 湿化器使用７５％乙醇擦拭

⑤ 湿化加热导丝使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ｇ／Ｌ的季

铵盐或７５％乙醇擦拭

⑥ 呼气过滤器及积水杯 供应室统一消毒

（４）呼吸机内置回路维护（医工处负责）

呼吸机内置回路

依据呼吸机说明及使用情况工程师定期维护保养

依据呼吸机说明书及使用情况内部连接件定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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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３　共享呼吸机消毒效果监测模块　院感办

对使用后共享呼吸机进行消毒效果检测。通过

ＡＰＰ查询呼吸机消毒状态，完成共享呼吸机消毒效

果监测，监测效果不符合要求的调整至待消毒状态，

保管科室依据监测结果进行消毒后提请院感办再次

检测，结果合格后由院感办调整至可借用状态。呼

吸机消毒效果监测项目包括：消毒后的重复使用管

路、呼吸机操作面板、呼吸机触摸屏、呼吸机出气口和

进气口，以及负责呼吸机清洗消毒的医务人员手［１１］。

物体 表 面 和 医 务 人 员 手 平 均 菌 落 数 大 于

５．０ＣＦＵ／ｃｍ２
［１２］，为不合格指标。

１．２．３　共享呼吸机医院感染调查模块　出现疑似

与共享呼吸机相关的医院感染，院感办通过ＡＰＰ停

止相关呼吸机的使用；如出现疑似院感暴发，院感

办、医工处通过 ＡＰＰ联合暂停所有共享呼吸机的

使用。

１．２．３．１　疑似呼吸机相关医院感染调查及处理　

发生与共享呼吸机相关的医院感染，院感办停止可

疑共享呼吸机的使用，进行调查分析。排除与共享

呼吸机相关后方可继续使用；不能排除或确定与该

呼吸机相关，由医工处、院感办、保管部门以及呼吸

机厂家共同参与制定呼吸机终末消毒方案，在常规

消毒的基础上对呼吸机的内回路进行消毒。

１．２．３．２　疑似医院感染暴发调查及处理　出现疑

似与共享呼吸机相关的医院感染暴发，马上叫停共

享呼吸机项目，上报主管院领导、院长及相关行政部

门，组织专家进行调查［１３］。排除共享呼吸机相关因

素后，由医工处、院感办、保管部门以及呼吸机厂家

对集中搁置的共享呼吸机制定终末消毒方案，后投

入使用；确定与共享呼吸机相关，共享呼吸机项目暂

停，上交医疗设备管理委员会及院感管理委员会共

同探讨共享呼吸机项目的可行性。

２　结果

２．１　共享呼吸机使用情况　我院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开始启动共享呼吸机项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

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累计发生共享呼吸机调配７次，借

用科室５个，借用时间２４～１２８８ｈ，累计借用时长

约１６９８ｈ，平均借用时长２４２．５７ｈ／次。共享项目

的１２台呼吸机全部为科室闲置机器，项目启动前日

均使用时间为０ｈ／ｄ，项目启动后日均使用时间为

２．６２ｈ／ｄ。该项目通过共享提高了闲置呼吸机的使

用率。见表２。

表２　共享呼吸机使用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Ｕｓ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ｓ

科室 借用机型 使用时间（ｈ）

肺移植科 ｓｅｒｖｏｓ １２８８

心内科 ｓｅｒｖｏｓ １４４

国际医疗部三病区 ｓｅｒｖｏｓ ５０

神经外科 ｓｅｒｖｏｓ １４４

外科重症监护室 ｓｅｒｖｏｉ ２４

外科重症监护室 ｓｅｒｖｏｉ ２４

外科重症监护室 ｓｅｒｖｏｓ ２４

２．２　共享呼吸机使用后消毒效果监测　７台共享

呼吸机，其中２台使用中未检测，４台ｓｅｒｖｏｓ呼吸

机和１台ｓｅｒｖｏｉ呼吸机外表面、加热器和加热导丝

全部按照要求进行消毒处置，均使用一次性呼吸机

管路及湿化罐，使用后按照医疗废物处置；所有呼吸

机的呼吸盒均未使用细菌过滤器，均使用乙醇浸泡

消毒；所有呼吸过滤器及积水杯均送中心供应室进

行集中消毒。对使用后呼吸机进行消毒，消毒后检

测结果均合格。见表３。

表３　共享呼吸机使用后消毒效果监测结果（ＣＦＵ／ｃｍ２）

犜犪犫犾犲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ｆｔｅｒｕｓｅ

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ｓ（ＣＦＵ／ｃｍ２）

借用机型 设备编号 进气口 出气口 触摸屏 操作面板 医务人员手

ｓｅｒｖｏｓ ００１３７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ｓｅｒｖｏｓ ００１３７８ ０ ０ ０ ０ ３

ｓｅｒｖｏｓ Ａ００１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２

ｓｅｒｖｏｓ Ａ００１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１

ｓｅｒｖｏｉ ２５２４４ ０ ０ ０ ０ ３

ｓｅｒｖｏｉ ２５２４４ 使用中未检测

ｓｅｒｖｏｓ ３０９８３ 使用中未检测

２．３　共享呼吸机自检测试结果　共享呼吸机管理

小组对５台使用后的共享呼吸机进行自检测试，全

部通过。自检内容包括：内部测试、气压计测试、气

体供应测试、内部泄露测试、压力传感器测试、安全

阀测试、氧传感器测试、流量传感器测试、电池切换

测试、患者呼吸回路测试、报警状态测试。

３　讨论

医院呼吸机分布广，使用率较低，呼吸机参数偏

离发生比例较大；不同的呼吸机维护、使用和终末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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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执行情况不一；一些散在分布的呼吸机没有人

员统一管理，使用频率低，日常维护缺失。共享呼吸

机的使用能够节约成本，满足临床需求。但呼吸机

作为与医院感染相关的高危医疗设备，呼吸机外表

面的消毒［１４］、呼吸机外管路的清洗消毒［１５］、内置回

路的清洗消毒［１６］等问题一直是临床科室、设备管理

部门以及院感办关注的问题。

通过ＡＰＰ中呼吸机感染管理模块，对共享呼吸

机的使用人员权限、终末消毒、常规监测、院感监控

等实现可视化管理和主动提示，如果医院感染相关

环节未完成，设定的模块会以报警方式，主动提示操

作者和管理者，既保证了共享呼吸机的安全，也提高

了设备使用与管理的总体效率。

共享呼吸机项目推进过程的难点：使用科室对

于终末消毒仍然不熟悉（重症监护室除外），尤其是

呼气盒的消毒，需要进一步加强培训；共享呼吸机借

用频率低，５４ｄ累计发生７次借用，部分科室仍习惯

通过科室互借呼吸机，需要加强推广共享呼吸机的

使用，必要时进行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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