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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化内镜再处理专家共识（2024，重庆）》
解读

廖盛涛 梅浙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重庆400010
通信作者：梅浙川，Email：meizhechuan@cqmu.edu.cn

梅浙川，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

导师，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委员、清洗消毒学组组长，中国

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常委，中

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消化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峡两岸

医药卫生交流协会消化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消化内科专业医

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首席专家，

重庆市医师协会副会长

【提要】　2024 年 9 月，《中国消化内镜再处理专家共识（2024，重庆）》正式发布。本次共识在

2014年版专家共识及 2016年版技术规范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正式采用“消化内镜再处理”这

一术语，进一步规范并优化了内镜再处理流程。共识细化了各操作环节的关键步骤，明确规定需进行

高水平消毒或灭菌的内镜类型，特别强调手工清洗、个人防护、人员培训及全过程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旨在提升消化内镜再处理的标准化水平。本文对新发布共识的主要内容进行解读，突出其在临床实

践中的应用意义，并对其中关键操作步骤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从事内镜工作的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　质量控制；　消化内镜；　再处理；　操作流程；　共识；　解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173360）；重庆市科卫联合医学科研项目（2024QNXM053）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e reprocessing (2024, 
Chongqing) 
Liao Shengtao, Mei Zhechua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Mei Zhechuan, Email: meizhechuan@cqmu.edu.cn

一、新共识的制定背景与意义

消化内镜清洗消毒不仅仅是单一的清洗和消

毒过程，而是涵盖预处理到存储等多个环节的系统

性过程，在以往的共识和规范中，通常使用“消化内

镜清洗消毒”的表述，而新共识则明确采用“消化内

镜再处理”这一术语，以更准确地描述该过程的复

杂性和全面性［1］。近年来，消化内镜作为诊断和治

疗消化系统疾病的重要工具，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

应用。然而，由于消化内镜需直接接触人体黏膜或

无菌腔道，其复杂的管腔结构易残留生物污染物，

加之高频次使用可能加速器械损耗，内镜相关感染

风险逐渐引发全球关注。

·专家论坛·

DOI：10.3760/cma.j.cn321463-20241216-00480
收稿日期   2024-12-16   本文编辑   钱程

引用本文：廖盛涛, 梅浙川 . 《中国消化内镜再处理专家共识（2024，重庆）》解读[J].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2025, 42(3): 173-177. DOI: 10.3760/cma.j.cn321463-20241216-0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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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陆续制定了消化内

镜再处理指南［2‑5］。1997年 9月，首次全国消化内镜

消毒规范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并发布消化内镜消毒

试行方案［6］。此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项相关的国

家标准、技术规范和专家共识［7‑8］。最近发布的共

识/规范为 2014 年《中国消化内镜清洗消毒专家共

识意见》［9］和 2016 年《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 
WS 507—2016》（以下简称“2016 版规范”）［10］。同

时，日本、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先后制定和更新

多部相关指南和共识，对消化内镜再处理提出推荐

意见［11‑14］。因此，新共识的发布是应对全球内镜相

关感染防控形势的必然要求，旨在进一步规范和优

化消化内镜再处理流程。本文将重点解读新共识

中消化内镜再处理的关键环节和需注意的问题，以

期为各级医疗机构开展规范化的消化内镜再处理

工作提供指导和参考。

二、新共识重点内容解读

1.预处理：预处理的时机与方式。2016版规范

中指出，预处理指将内镜从患者体内取出后，在与

光源和视频处理器拆离之前，应立即用含有清洗液

的湿巾或湿纱布擦去外表面污物，擦拭用品应一次

性使用。然而，2016 版规范并未明确规定预处理

的具体时机和方式。新共识指出预处理应在诊疗

操作结束后，内镜自患者体内取出后立即在床旁开

始。共识还进一步强调，预处理过程中抽吸的含酶

清洗液应足量，至少 200 mL 或直至吸引管内液体

清澈。此外，建议具备条件的单位优先使用一次性

床旁预处理清洗包。由于目前关于含酶清洗液具

体使用量的研究证据有限，新共识更倾向于推荐使

用一次性床旁预处理清洗包，以降低交叉污染风险

并确保操作标准化。

2.转运：转运的容器要求与延迟再处理。经过

预处理的内镜仍可能残留大量生物危害物质。

2016版规范未对内镜转运容器及延迟再处理的处

理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为防止内镜对环境及操作

人员造成危害，并避免二次污染，内镜应置于密闭

的转运容器中，及时运送至再处理区域。如因特殊

情况无法及时转运，则需对内镜进行保湿处理，确

保其表面及内部通道保持湿润状态。延迟再处理

可能会加速生物膜的形成，因此操作过程中应严格

遵循时间限制，确保消化内镜再处理的有效性。针

对延迟再处理的具体时间要求，尚需更多研究加以

明确，目前新共识推荐时限多参考国外指南及内镜

制造商的建议［15‑17］。

3.测漏：测漏的时间要求。测漏是检测内镜是

否损坏的关键步骤。多数国外指南建议消化内镜

在每次再处理前均应进行测漏［15， 18‑20］。然而，考虑

到我国临床内镜诊疗的实际情况，全面推行此项要

求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建议具备条件的单位在每

次再处理前对消化内镜进行测漏；对于条件受限的

单位，可在每日工作结束后集中进行测漏。针对用

于治疗使用或进入无菌腔道的消化内镜，由于其内

镜相关感染风险较高，所有单位应在每次再处理前

进行测漏，以确保安全。

4.手工清洗：手工清洗的标准与要求。新共识

强调，彻底的手工清洗是手工和全自动内镜清洗消

毒机（automated endoscope reprocessor，AER）消毒

的先决条件，尤其是针对用于治疗使用或进入无菌

腔道的消化内镜。手工清洗时应使用含酶清洗液，

且清洗刷的长度和直径应与内镜通道完全匹配。

具备条件的单位可使用一次性清洗刷。国内外指

南尚未对清洗刷的具体要求作出明确规定［10， 18］，因

此建议依据消化内镜制造商的说明选择适用的清

洗刷。

5.漂洗：两次漂洗用水的质量要求。各国的再

处理指南尚未就初次漂洗水的水质要求达成统一

意见［10， 21］。2016版规范要求初次漂洗使用流动水，

终末漂洗则应采用纯化水或无菌水。《医疗机构消

毒供应中心用水卫生要求 T/WSJD 51—2024》规

定，除眼科基础器械外的内眼器械漂洗使用经纯化

的水，其他器械漂洗使用软化水进行冲洗或刷洗；

消化道软式内镜高水平消毒后使用经纯化的水进

行终末漂洗［22］。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中未明确列出“无菌水”这一术语，而是提到

“灭菌注射用水”，其电导率与纯化水相等，矿物质

水平也与药典中规定的纯化水相当，优于经过滤净

化的自来水［2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纯化

水应通过蒸馏、离子交换等方法制备，且其质量必

须符合相关标准［23］。因此，从洗消成本控制及节能

减排的角度考虑，不推荐使用灭菌注射用水或纯化

水对消化内镜进行终末漂洗。终末漂洗可使用经

纯化的水，并确保菌落总数≤10 CFU/100 mL。纯化

水与经纯化的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一点也应予

以重视。对于初次漂洗，可使用符合《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 GB 5749—2022》的流动自来水，或经过

滤净化的自来水［24］。

6. 消毒和灭菌：消毒（灭菌）剂的选择与使用。

国内外指南均要求，消毒（灭菌）剂必须适用于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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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设备，并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同时对内镜具

有较低的腐蚀性［10，19］。部分研究建议通过重复高

水平消毒来减少消化内镜相关感染的发生，然而，

尚无明确证据表明重复高水平消毒优于单次高水

平 消 毒 ，故 暂 不 推 荐 采 用 重 复 高 水 平 消 毒 。

2016 版规范中指出，进入人体无菌组织、器官，或

接触破损皮肤、破损黏膜的软式内镜及附件应进行

灭菌。多数国外指南基于斯波尔丁（Spaulding）分

类法对消化内镜进行高水平消毒或灭菌的选

择［19，25］。为此，新共识明确规定，检查使用的消化

内镜应至少进行高水平消毒，治疗使用和进入无菌

腔道的消化内镜需灭菌。在特定病原体传播过程

中，应依据病原体特性选择高水平消毒或灭菌措

施，包括应对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情况。关于消

毒（灭菌）剂的选择，国外指南并未提出具体的优先

推荐。结合常见消毒（灭菌）剂的特性和性能，新共

识建议高水平消毒优先选择邻苯二甲醛或过氧乙

酸，而灭菌剂则推荐优先选择过氧乙酸。

7.干燥：干燥的标准与注意事项。内镜干燥是

防止污染的关键步骤，目前关于干燥过程中是否使

用乙醇或异丙醇仍存在争议。2016版规范要求使

用乙醇或异丙醇进行干燥。然而，乙醇具有蛋白固

定作用，因此部分国家不推荐在干燥过程中使用乙

醇［26‑27］。在新共识中，对于立即使用的消化内镜建

议仅需使用空气干燥，无需使用乙醇干燥。而对于

每日诊疗结束后需储存的消化内镜，则建议辅以乙

醇或异丙醇进行干燥。关于干燥时间，2020 年多

学会指南建议内镜干燥应至少持续 10 min［19］，然而

在我国实现每条内镜干燥 10 min 存在一定难度。

因此，新共识建议仅对当日不再使用的消化内镜干

燥至少 10 min。此外，新共识还指出，在有朊病毒

传播风险的情况下，不应使用乙醇干燥。

8.储存：储存方式与时间。国外指南大多建议

将消化内镜存放于专用储存柜内［18， 28］，但未明确要

求储存柜是否应具备干燥功能［19］。我国于 2022年

发布的《内镜储存干燥柜卫生要求 T/WSJD 21—
2022》对干燥柜作出了明确规定，以确保消化内镜及

其附件在不受损的前提下保持足够的干燥水平［29］。

此外，研究已明确，内镜干燥水平高可有效降低内镜

相关感染的风险［30‑34］。因此，推荐有条件的单位将

消化内镜存放于专用的内镜存储干燥柜中。关于消

化内镜再处理后在储存中的安全时限，目前尚无统

一标准。新共识结合《内镜储存干燥柜卫生要求

T/WSJD 21—2022》中的规定，建议消化内镜在专用

储存干燥柜中的储存时间不应超过 72 h；若超过

72 h，则建议在使用前重新进行再处理［29］。

9.目测检查：目测检查的方式与时间。2016版

规范未对目测检查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作出具体

说明。国外指南建议使用光学放大镜对每条消化

内镜进行检查，并建议使用管道镜检查内镜通道，

强调目测检查应贯穿再处理的全过程［20， 35］。新共

识明确指出，目测检查可通过肉眼、放大镜或管道

镜等工具进行；消化内镜及其可重复使用的附件在

使用过程中及再处理的环节均需进行目测检查，以

确保其清洁度和完整性；对于结构复杂的内镜，管

道镜能够有效检测通道内部的残留物。

10.AER：AER 的使用与维护。AER 能够提供

标准化的再处理流程，有效提高消化内镜的消毒或

灭菌合格率，并减少内镜相关感染的发生。目前，

国外AER的配置比例显著高于我国［36‑37］，因此鼓励

具备条件的单位配置 AER，并严格遵循《内镜自动

清洗消毒机卫生要求 GB 30689—2014》［38］。需特

别注意的是，使用 AER时仍需进行预处理、手工清

洗和目测检查。此外，应根据制造商的说明定期更

换过滤器。如 AER 程序意外中断，则应重新执行

完整的AER循环。

11.特殊类型内镜的再处理：十二指肠镜和扇扫

超声内镜。由于十二指肠镜和扇扫超声内镜结构复

杂，且具有较高的感染风险，再处理过程中需特别关

注。2016版规范未对其再处理作出具体规定，但目

前多数国外指南对此有明确强调［19， 21］。新共识对十

二指肠镜和扇扫超声内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规

定必须进行灭菌处理，并对内镜的抬钳器、凹槽等特

定区域进行预处理。同时，建议尽可能使用AER进

行再处理，同时确保彻底的手工清洗。

12.耗材和附件：根据国家规定，一次性使用的

医疗器械不得重复使用。因此，禁止一次性耗材和

附件进行再处理后使用。对于穿透黏膜屏障以及

进入无菌腔道或组织的内镜附件，尽可能一次性使

用；对于可重复使用耗材和附件，需按照制造商的

说明进行高水平消毒或灭菌。

13. 监测：消毒剂浓度监测。新共识建议重复

使用的消毒剂应每天使用前对消毒剂进行浓度监

测，并根据制造商的说明进行更换。此外，特别是

十二指肠镜和扇扫超声内镜，每个月需进行生物学

监测，以确保消毒或灭菌的效果。在消毒和（或）灭

菌效果评价方面，应严格遵循《内镜灭菌效果评价

方法 WS/T 10015—2024》［39］和《内镜消毒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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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GB/T 38497—2020》［40］的相关规定。

14. 个人防护：再处理人员的防护要求。消化

内镜再处理过程涉及多种生物和化学危害物质，国

外指南均强调个人防护的重要性［15， 21， 28］。相比于

2016 版规范，新共识对个人防护提出了更为严格

的要求。消化内镜再处理室应配备应急洗眼设备，

消化内镜检查的医护人员应严格执行手卫生要求，

包括手套一用一换及手消毒。消化内镜再处理人

员必须穿戴个人防护设备，以确保安全。

15. 可追溯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理的建立。

消化内镜再处理过程中，信息化管理有助于追踪各

个操作环节，确保操作流程的规范性。新共识要求

所有单位需对再处理全过程进行可追溯的记录，推

荐有条件的单位建立信息化管理质量控制平台，以

进一步提高质量控制。

16. 人员培训：再处理人员的培训与考核。目

前大多国外指南均提出再处理人员须接受相关培

训方能进行再处理。新共识强调，所有从事消化内

镜再处理的人员都必须经过系统的培训并考核合

格，才能上岗操作。培训课程应覆盖所有再处理的

步骤，并通过定期考核确保人员的操作符合规范。

17. 全程质量控制：质量控制的实施。质量控

制是保证消化内镜再处理效果的前提保障，新共识

对消化内镜再处理的质量控制提出了更详尽的要

求。消化内镜再处理的质量控制贯穿整个流程，涉

及操作流程的规范化、设备的配置、人员的培训以

及环境监测等多个方面。共识建议通过信息化管

理和定期审核，确保再处理的质量和安全性。

三、需要关注的重点

需要关注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消化

内镜再处理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势在必行。内镜再

处理涉及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必须严格遵循标准操

作流程。随着内镜诊疗量的增加，应集中资源成立

专门的内镜再处理中心，以优化流程、提升设备配

置和培养专业人员，提高效率和质量，建议有条件

的医院积极推进。（2）AER 设备有待进一步推广。

目前我国大多数内镜清洗消毒仍以手工为主，过程

繁琐且质量不稳定，而 AER 能够实现标准化再处

理，显著降低人为失误并提高消毒效果，但其普及

率较低，尤其在基层医院，未来应加大投入并强化

专业培训，确保 AER 的正确使用与维护。（3）干燥

和储存环节容易被忽视，干燥不充分和储存不当是

内镜污染的常见原因，建议严格落实充分干燥要

求，并将内镜存放于专用的内镜存储干燥柜中。（4）

特殊内镜和特殊情况下的再处理需引起重视，如十

二指肠镜和扇扫超声内镜由于结构复杂，尽管严格

按照现有指南进行再处理，仍可能发生污染和感

染，需加强对特定区域的预处理和管道镜检查等技

术优化，并制定针对特殊情况如内镜延迟再处理或

传染性疾病患者使用后处理的具体应对预案。（5）
再处理效果的客观评价亟需加强。目前对再处理

效果的评价主要依赖肉眼观察，缺乏客观量化指

标，尚无明确标准来界定内镜是否达到“干净”的要

求。因此，建议定期开展内镜的微生物监测，并可

采用三磷酸腺苷测定等快速检测手段，将质控指标

纳入绩效考核，与内镜相关感染发生率挂钩。

四、实施建议

为有效实施新共识，需重点解决人员培训、设

备更新和流程调整等问题。首先，医疗机构应根据

新共识要求，完善再处理设备的配置和更新，规范

操作流程，并加强对再处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确

保掌握规范操作技能。其次，建立健全质量控制体

系，定期开展监测评估，确保再处理的效果。对于

有条件的单位，建议尽快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实

现全程可追溯。此外，对于新技术和新问题，如一

次性十二指肠镜、新型消毒剂等，应持续关注研究

进展，适时更新操作规范。

五、结语

新共识的发布为消化内镜再处理的规范化提

供了重要的指导依据。通过对再处理过程中各个

步骤的梳理和总结，该共识为消化内镜从业人员提

供了全面的操作建议，有助于提升内镜再处理的质

量，减少内镜相关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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