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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医院感染控制与实用消毒技术》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医院感染控制与消毒工作的专业人员，每次
看到那些完全可以避免的医院感染事件发生后，心情都无比沉重，如2005年的宿州眼球事件、2008年
的西安交大一附院新生儿感染死亡事件等。
特别是在基层工作中发现有些医务人员不注重交叉感染的控制，在实际医疗活动中洗手的依从性低，
有的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消毒、什么是灭菌？
无菌意识淡漠，有的领导对消毒和医院感染控制的认识不足，过分重视经济效益，忽视医疗安全，有
的医疗机构甚至不按规定成立医院感染控制的相应组织，更没有专人负责该项工作，有的虽然成立了
相应组织，但几年不派人参加有关培训，正常工作不能开展，机构形同虚设。
在和他们交流中发现。
大部分医务工作者都能认识到医院感染工作的重要性。
但却缺乏相应的学习材料，找不到一本适合基层实际操作的工具书，因此我们决心编写一部，以期作
为这方面的指导工具，从而达到提高医疗安全质量，降低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保护人民健康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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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消毒现场的特点疫源地根据范围大小可分为疫点和疫区两种。
在实际工作中。
常把范围较小的疫源地或单个疫源地成为疫点；把较大范围的疫源地或若干疫源地连成片时叫疫区。
疫点或疫区的环境条件对选择消毒方法及消毒效果有很大影响。
例如，野外地面消毒，当地缺水，可选消毒剂喷洒；在水源丰富地区，则可采用消毒液喷洒；室内表
面消毒，如房屋密闭性好，可用熏蒸消毒法.若密闭性差，可用液体消毒剂处理；空气消毒时，如室内
无人，可用消毒效果好但刺激性较强的消毒剂，室内有人，以刺激性较弱的消毒剂熏蒸。
此外，要考虑消毒的安全问题。
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不宜使用大量刺激性气体或有毒气体消毒；距火源近的场所，不宜用环氧乙烷等
易燃、易爆的气体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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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医院感染控制与实用消毒技术》由吉林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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