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

P

!

监控机构

实验教学质量监控由教务科教学督导组以及各教研室'实

验中心组成*

实验教学质量监控由教学校长任主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

校长任常务副主任#相关职能处室'各教研室分管教学工作的

负责人及相关专家担任委员*办公室设在教务科#负责全校日

常教学质量监控工作*

校教学督导评估专家组由具有丰富教学或教学管理经验'

师德高尚'关心学校教育教学发展的专职教师'教学管理人员

和退休教师组成*督导评估专家组下设
#

个专业组!临床医学

组'医学检验组'药学组'护理组'文化基础组*

R

!

实验教学质量目标体系

实验教学质量目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

2

%人才培养方案&$

5

%实验课程标准&$

9

%实验教学

质量标准&$

#

%实验教学核心技能质量标准&$

:

%毕业实习各环

节质量标准&$

3

%毕业质量标准&$

%

%实验考核试题质量标准*

S

!

实验教学质量信息采集反馈体系及运行

S6D

!

实验教学检查
!

学校于每学期开学初'期中'期末进行教

学检查#及时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改进*教学检查应

遵循集中检查与日常检查相结合'普遍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

合'检查与指导相结合'自检与互查相结合的原则*

S6E

!

实验听课制度
!

通过行政听课'同行听课'教学督导评估

专家组听课#及时发现任课教师授课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改进*

S6F

!

实验教学评价
!

每学期进行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和学生学

习质量评价&每学年进行系部教学管理评价'教研室$实验室%

工作评价'课程评价等*教学评价应遵循过程评价和终结评价

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进行*

S6G

!

实验教学评估督导
!

教学督导评估专家组按照教学质量

监控办公室安排#除进行常规检查外#也可针对教学各环节反

馈的突出问题专项检查#提出改进措施#督促落实*

S6P

!

实验学生信息报送制度
!

在学生班级中聘任有责任心的

学生担任学生信息员#及时反映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S6R

!

实验教学例会制度
!

学校每个月召开一次教学例会#收

集各教研室及相关职能部门关于教学的相关信息#为校领导提

供咨询*

S6S

!

教学工作会议制度
!

学校每年年终进行一次教学工作总

结#全面总结教学工作&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校教学工作会议#总

结教学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工作现状#寻找差距与不足#明确

办学方向#确立学校今后教学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与之配套的措

施'办法*

S6V

!

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
!

通过院外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

的评价#收集有关毕业生质量评价信息#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培

养质量的重要参考*

S6W

!

教学质量信息通报
!

每月
$

期*

V

!

实验教学建设及实验教学保障体系及运行

V6D

!

实验教学管理制度是实验教学质量的制度保证
!

制定和

完善各项实验教学及相关管理制度#通过教学计划'课程开设'

教学运行'学生成绩考核等有效管理#保证教学过程规范有序&

完善对教学差错事故认定处理办法'学生奖励办法'学生学籍

管理办法'学生学业处理办法'实验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实验

教学管理奖评选办法#建立奖惩机制#调动广大实验教师的工

作和学习积极性*

V6E

!

高效'科学的实验教学管理工作是教学质量的保证
!

管

理者的有效管理活动是教学活动规范有效进行的重要保障*

实验中心应明确职责#责任到人#层层落实#保证教学管理工作

的高效'有序*

V6F

!

良好的教学条件是教学质量的物质保证
!

加强专业学科

建设'课程建设#制定合理的规划与计划#切实落实&加大教研

室$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加

强教学保障部门为教学服务的意识#真正关心教学'服务教学#

为教学提供坚实的服务保障*

W

!

结
!!

语

经过
#

年的不断实践#对学校的实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不

断探索#并按照相关制度严格予以执行#对教学相关各环节进

行了有效的监控和公正的评价#对于促进教学工作的不断改进

取得了良好效果#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和配合#对学校教学

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实验教学质量监控有效的发挥作

用#与合理的体系设置'科学可行的评价指标'有效的监控措

施'严格的制度执行'全员的密切配合有着重要关系#只有充分

发挥每位师生的积极作用#才能促进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不断

完善#发挥高效的监控作用#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为社会输送合格的职业卫生技能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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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重要措施#而消毒效果监测是评价医疗机构消毒灭菌效果

的重要手段$为了解本县个体医疗机构消毒质量状况#笔者于

1&&(

年对本县境内个体医疗机构使用的常规消毒剂有效含量

及其相关方面进行了监测$监测方法及结果判断标准均按照

国家+消毒技术规范,进行)

,

*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样品采集

!.!.!

"

消毒剂有效含量监测样品
"

采集不同种类消毒剂#每

份
,&&45

#置于有塞洁净烧瓶中$

!.!."

"

消毒剂微生物监测样品
"

现场取样消毒剂
%&45

于

干燥无菌瓶中$

!.!.#

"

诊室内空气微生物监测样品
"

布点方法(室内空间体

积不超过
#&4

# 时#设内&中&外对角线
#

点#内&外点布点部位

距墙壁
,4

处%超过
#&4

# 时#设
"

角及中央
%

点#

"

角的布点

部位距墙壁
,4

$用直径
(-4

普通营养琼脂平板#于距地面
,

-4

高度暴露
%4VR

后置
#'`

恒温培养箱培养
"$3

#形成菌落

并计算菌落形成单位!

2SI

'

-4

1

"$

!.!.$

"

物体表面微生物监测样品
"

用无菌生理盐水在消毒后

的规格板内采集$医护人员手采样大拇指以外
"

个手指#将采

样棉拭子部分剪取#放入盛有
,&45

采样液的试管中$

!."

"

监测结果判定标准
"

以
%

类环境为标准#即室内空气细

菌总数不超过
%&&-ZU

'

4

#

#物体表面和手细菌总数不超过
,&

-ZU

'

-4

1

#使用中的消毒剂细菌总数不超过
,&&-ZU

'

45

#且均未

检出致病菌为合格$

"

"

结
""

果

监测结果见表
,

&表
1

$

表
,

""

使用中的消毒剂有效含量

消毒剂种类
应达到

有效含量
份数

实测有效含量

不合格浓度!份数" 合格浓度!份数"

乙醇
'%/ 1, "&.#1/

!

!".1,/

!

,%

"

'%/

!

!

"

乙醇
(%/ ( $&.&/

!

(,.$!/

!

#

"

(%/

!

!

"

新洁尔灭
&.,/

!

&.1/ #& &.&1#/

!

&.&!!/

!

,&

"

&.,#!/

!

&.#$$/

!

1&

"

含氯消毒剂
%&&4

J

'

5 ,1 1&&.,

!

1#"4

J

'

5

!

,&

"

%&!4

J

'

5

!

1

"

碘伏
&.,%/ ( &.&'/

!

&.&(/

!

$

"

&.,%/

!

1

"

合计监测份数
a $, "! #%

""

a

(表示无数据$

表
1

""

基他监测结果

室内空气

检测份数 超标率

使用中消毒剂

检测份数 超标率

物体表面

检测份数 超标率

医护人员手

检测份数 超标率

"$ '(.$/ ,%! !&.11/ $# "(.!/ 1& %!.#/

#

"

讨
""

论

监测结果表明#本县个体医疗机构所使用的消毒剂的有效

含量&诊疗环境卫生等#均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从表
,

中看出#各种消毒剂的有效含量#无论是原液浓度

还是稀释后的浓度#均有不达标者$经过调查分析#究其原因

可能有(!

,

"在乙醇类消毒剂中#可能购置了不合格产品#但仍

按合格产品浓度稀释使用#导致达不到有效消毒浓度消毒效果

!有的甚至用食用酒代替医用乙醇使用"$!

1

"消毒剂过度稀

释$部分机构在使用新洁尔灭及碘伏过程中#将使用浓度再次

进行稀释#致使消毒剂有效浓度大大降低$在进行消毒剂稀释

时#部分治疗人员只凭经验估计而不使用计量用具#或虽使用

计量用具#但所使用计量用具未进行任何清洁!消毒"处理#导

致消毒剂有效浓度和细菌总数均不合医疗使用要求$!

#

"忽视

消毒剂的正确贮存$含氯消毒剂在高温条件下贮存#导致有效

氯成分的挥发!当温度超过
#%`

时#有效氯便会自然分解而失

去灭菌活力)

1

*

"$

从表
1

可看出#个体医疗机构室内空气均有不同程度的污

染$按国家有关个体医疗机构房屋设置要求#个体医疗机构房

屋总面积不得少于
"&4

1

#且诊断室&注射室&药房等须分区域

设置$本调查发现#多数个体医疗机构只有
,

间大小不等的房

间#且所有诊疗活动均在此房间内进行$

由于诊疗房间区域设置不规范#诊疗室内又多不进行常规

消毒处理#加之医务人员无菌观念淡薄#往往对诊断桌&操作台

及医疗用品等物体表面#尤其是手的常规消毒不进行处理或处

理不规范#极易形成多重交叉污染)

#9"

*

$

综上所述#个体医疗机构医源性感染隐患甚多$姑不论客

观条件及原因#建议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个体医疗机构

从业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科普宣传及相关知识培训#组织有关监

测部门不定期免费进行相关监测#现场指导#规范技术操作#自

觉提高控制医源性感染责任心#以确保民众就医安全#避免造

成医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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