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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管理模式现状调研与分析

陈亚男１ꎬ刘　 菁１ꎬ徐　 燕２ꎬ陈　 志３ꎬ朱利文３

(１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ꎬ江苏　 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０ꎻ２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ꎻ３ 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ꎬ江苏　 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０)

　 　 摘　 要: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式ꎬ调研江苏省连云港地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对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管理现状

并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ꎮ 结果显示ꎬ６４％的医院针对此类固体废物建立管理制度ꎬ监管部门主要为医院总务部门和

感染管理科等ꎮ 交由专门的收集公司以及按照生活垃圾和医疗废物处置的比例分别 ４４％ 、３２％ 和 １２％ ꎮ 医院对外及对

内均有交接记录的仅占 ２４％ ꎬ仅 ４８％ 的医院能做到单独存放ꎻ产生量方面ꎬ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

(袋)的年产生量约为 ３１１ ８４ ｔꎮ 提示现阶段医疗机构对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院内外全过程监管有待强化ꎬ应通过强

化市 － 县 － 质控中心三级管理网络、引入物联网管理手段等进一步规范管理ꎮ
关键词: 未被污染ꎻ输液瓶(袋)ꎻ环境保护ꎻ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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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 Ｘ３２２

　 　 输液瓶(袋)作为输液产品ꎬ由于其生产工艺 复杂ꎬ加之存在稳定性差、易产生玻璃屑、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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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机率高等缺陷ꎬ对人体健康形成潜在的隐患ꎬ
而且玻璃瓶体重大ꎬ运输成本高ꎬ在运输过程中的

碰撞易引起隐形裂伤ꎬ造成药物乃至环境污

染[１ － ２]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生态文明建设便被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３]ꎬ
而我国各级医疗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面临的主要

问题集中在医疗废物以及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等
特殊固体废物的管理ꎮ 医疗废物管理在国务院、
原国家卫生部等出台«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诸多

文件后逐步迈入法制化管理[４ － ５]ꎮ 但对于未被污

染输液瓶(袋)的管理则仅给出初略界定[６]ꎬ并未

明确如何处理ꎬ致使医疗机构在管理此类废物时

缺乏规范措施ꎬ极易造成环境污染乃至引起不必

要的社会恐慌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南京医疗废物污染

案”即为对输液瓶(袋)处置不规范而引发的案

件[７]ꎮ 该研究旨在全面调研江苏苏北某市各医疗

机构对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管理模式及处置

现状ꎬ为后续做好该项工作奠定基础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以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为主要研究对

象ꎬ调研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对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
处理情况ꎮ 共计调查医疗机构 ２５ 所ꎬ其中三级医

院 ７ 所、二级医院 １８ 所(公立医院 １５ 所、民营医

院 １０ 所)ꎬ编制床位 １１ ０２４ 张ꎬ实际开放床位

１１ ６６０ 张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调查工具 　 在查阅相关文献及专家讨论

基础上采用德尔菲法自行设计«医疗机构未被污

染输液瓶(袋)处置调查表»ꎬ内容包括医疗机构

的基本情况以及对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是否全

过程监管中的监管部门、废物去向、回收单位、交
接、暂存点、专用容器以及此类废物的产品量等ꎮ
注:未被污染输液瓶(袋)是指在医疗卫生机构使

用后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各种玻璃

(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ꎮ
１ ２ ２　 调查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式ꎬ由市

院感质控中心集中下发相关调查问卷ꎬ各医疗机

构感染管理部门负责人负责各自单位数据的收集

与上报ꎮ
１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采用频

数、标准差、构成比等进行描述性分析ꎮ

２　 结果

２ １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管理制度及收集情况

调研结果显示ꎬ２５ 所医院中仅有 ６４％建立有

针对此类废物的管理制度且开展专项监管ꎬ未能

建立相关监管制度的 ９ 所医院均为二级医院ꎬ且 ７
所为民营医疗机构ꎻ不同医院负责管理的部门差

异较大ꎬ其中以总务、院感部门为主ꎬ占比为 ４８％
和 ２０％ ꎬ其次为临床自行管理、药学部门管理等ꎻ
而在具体收集方面ꎬ８８％的调研机构有专人负责ꎬ
以病区保洁人员为主ꎬ占比 ３６ ３６％ ꎬ其次为医疗

废物收集人员、专职人员、后勤人员、药房人员等ꎮ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管理制度

情况构成ꎬ见图 １ꎮ

图 １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袋)

管理制度情况构成

２ ２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处置方式

具体处置方面ꎬ４４％ 的医院将此类废物交由

专门单位收集ꎬ直接按照生活垃圾或医疗废物处

置分别占 ３２％ (８ 所)和 １２％ (３ 所)ꎬ另有 ２ 所医

院由个体直接收购ꎬ１ 所则为自己储存ꎮ 而这其

中与收集公司或者个人签订有回收协议书的一共

有 １５ 家ꎬ约占总体的 ６０％ ꎬ但不论是专门的收集

公司还是个人ꎬ均未获得审批及环保竣工验收(排

污许可证)等ꎮ 而 ７６％的医疗机构不了解此类废

物具体去向ꎮ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

瓶(袋)处置方式构成ꎬ见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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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袋)

处置方式构成

２ ３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交接情况

在对外交接方面ꎬ２５ 家被调查的医院中ꎬ除 １
家为自己储存外ꎬ其余均为与相关单位或个人进

行收购ꎬ其中仅有 ３６％ 的医院与相关回收单位或

个人进行此类固体废物的交接登记ꎮ 而对内交接

方面ꎬ各被查医院中ꎬ与废物直接产生地(临床病

区)进行规范交接登记的只有 ６ 家ꎬ占总体的

２４％ ꎮ 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

(袋)交接情况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

输液瓶(袋)交接情况

交接记录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合计

对内交接 ２(８％ ) ４(１６％ ) ６(２４％ )
对外交接 ２(８％ ) ７(２８％ ) ９(３６％ )
两者均有 ２(８％ ) ４(１６％ ) ６(２４％ )

２ ４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暂存情况

６０％ 的调研医院有专门的未被污染输液瓶

(袋)的暂存点ꎬ这其中实行单独存放的仅有 １２
家ꎬ占设置有暂存点总数的 ８０％ ꎬ与医疗废物暂存

地在一起的有 １ 家ꎬ与其它普通生活垃圾存放在

一起的有 ２ 家ꎻ另有 ２ 家医院则由收集人员直接

从临床产生地回收ꎬ不在院内暂存ꎮ 此外ꎬ在规范

的容器配备方面ꎬ２５ 家医院中有 １８ 家在临床产生

地配置了相应的容器用于存放此类废物ꎬ占总体

的 ７２％ ꎮ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

(袋)暂存情况构成ꎬ见图 ３ꎮ

图 ３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袋)

暂存情况构成

２ ５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产生量情况

调查显示ꎬ７２％ 的医院对此类固体废物进行

称重统计ꎬ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式ꎬ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１ ~ ３１ 日为称重调查时间段ꎬ１８ 家医院共计

产生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约 ２５ ９８７ ｋｇ(折合全年

约 ３１１ ８４４ ｋｇꎬ合计 ３１１ ８４ ｔꎬ且不包括广大基

层医疗 卫 生 机 构 )ꎬ 三 级 医 院 日 产 生 量 为

０ ０９８ ｋｇ / (床ｄ)ꎬ二级为 ０ ０４０ ｋｇ / (床ｄ)ꎬ与刘

思娣等[８]对全国 １２５ 家医疗机构调查结果基本一

致ꎮ 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

(袋)产生量情况(１２ 月)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被污

染输液瓶(袋)产生量情况(１２ 月)

医院 质量 / ｋｇ

三级(７ 家) １９ ４１２

二级(１１ 家) ６ ５７５

合计 ２５ ９８７

３　 讨论与建议

固体废物的规范化处置势在必行ꎬ而不同地

区医护人员对输液瓶(袋)环保性评价的差异性决

定了他们对此类废物的处置方式ꎬ澳大利亚、俄罗

斯、日本等都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处置ꎬ如澳大利亚

对于输液瓶或输液袋会一次性通倒ꎬ进行巴氏消

毒或者无菌操作ꎬ灭菌之后可以循环使用ꎬ重新加

工成一些桌垫ꎻ日本则对垃圾处理企业实行注册

管理制度ꎬ医疗机构委托机构处理情况必须有详

细的书面报告ꎬ除了医疗机构要严格遵守处理规

定ꎬ也要求患者配合执行等[９ － １０]ꎬ值得我们借鉴ꎮ

３ １　 强化行政部门监管职能ꎬ推进三级管理网络

的落实

　 　 调研结果显示仍有 ３６％的医疗机构没有建立

管理制度ꎬ由此可见ꎬ医疗机构针对此类废物的重

视程度仍有待强化ꎮ 因此ꎬ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

肩负起管理职责ꎬ负责辖区内医疗机构未被污染

输液瓶(袋)的管理工作ꎬ督促医疗卫生机构严格

按照国家、省、市文件要求ꎬ强化对于未被污染输

液瓶(袋)的源头管控ꎻ卫生监督部门以及疾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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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控制部门要监督相关部门做好对于此类废物全

过程疾病防治工作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１１]ꎮ
同时ꎬ还应充分发挥市、县级院感质控中心的职

能ꎬ不断推进“市 －县 －质控中心”三级管理网络ꎬ
以查促管ꎬ定期开展针对医疗机构未被污染输液

瓶(袋)的专项检查活动ꎬ重点强化对于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此类废物管理情况的督查与改进ꎮ
３ ２　 落实医疗机构主体职责ꎬ强化院内风险管控

医疗机构作为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产生场

所ꎬ肩负规范处置的责任不容推脱ꎮ 调研结果显

示ꎬ医疗机构在针对此类废物的收集、称重、交接、
暂存等多个环节存在不足ꎬ集中表现在管理部门

权责不清、处置方式混杂、规范称重不到位、内外

交接不全以及废物存放不规范等ꎮ 这需要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落实主体职责ꎬ从管理制度建设到废

物的分类、收集、暂存、交接、称重等环节做好全过

程监管ꎬ通过强化总务部的日常管理、院感部门的

院内监督以及临床产生地的属地化管理ꎬ逐步建

立针对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多部门联合管理机

制[１２]ꎬ从源头上强化院内风险管控ꎬ确保此类废

物不从医疗机构内非法流出ꎮ
３ ３　 引入物联网管理系统ꎬ实现全过程精准化管理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全过程管理涉及卫

生、环保、工商等多个部门ꎬ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ꎬ通过将物联网技术运用

于此类固体废物管理ꎬ建立未被污染输液瓶(袋)
全过程追溯系统ꎬ引入溯源条码带、蓝牙吊秤、专
业废物回收车以及智能化手持 ＰＤＡ 等使得收集

到的每一袋未被污染输液瓶(袋)都能拥有自己的

“出生证明”ꎬ实现处置过程规范化、透明化ꎬ同时ꎬ
所有监测数据后台可供医疗机构与卫生行政部门

查阅与保存ꎬ实现数据共享、职能管理以及可溯可

查ꎬ且运用该技术后ꎬ也使得对广大基层卫生机构

产生的此类废物实现精准回收变成可能ꎬ通过信

息化手段解决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在医疗机构内

外收集、转运、储存、交接等环节可能存在的流失

风险ꎮ
３ ４　 加大院内外培训宣传力度ꎬ普及废物管理知识

调研发现ꎬ除了管理方面存在不足外ꎬ临床医

护人员由于长期以来对于此类废物的管理均按照

普通生活垃圾处置的固化思维限制ꎬ仍然会出现

分类收集不规范、交接记录不及时等问题ꎬ缺乏针

对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管理知识的系统性培训ꎬ
不利于此类废物的管理ꎮ 一方面ꎬ各级医疗机构

应制定针对此类废物相关知识的培训计划ꎬ定期

对临床医护人员、保洁人员、废物收集人员以及医

院管理人员开展专题培训ꎬ强化此类废物的规范

分类、收集、称重、暂存与交接工作ꎮ 另一方面可

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ꎬ正确引导公众

理解医疗机构不同类型废物的具体种类和区别ꎬ
普及“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不属于医疗废

物的概念”ꎬ避免不必要的恐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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