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废物总结 

医疗废物总结 

总结是指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和个人在自身的某一时期、某一项

目或某些工作告一段落或者全部完成后进行回顾检查、分析评价，从

而肯定成绩，得到经验，找出差距，得出教训和一些规律性认识的一

种书面材料，它能使我们及时找出错误并改正，因此我们要做好归纳，

写好总结。如何把总结做到重点突出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医疗

废物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医疗废物总结 1 

为了加强医疗废物的安全治理，进一步完善本单位医疗废物的收

集、运送、贮存及处置的管理规范，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环境安全，

切实维护群众健康，我们认真学习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

卫生机构废物管理条例》以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对照有关管理

规范和标准开展了自查自纠活动，总结如下： 

一、加强管理，专人负责。成立医疗废物管理小组，相关科室指

定专人（兼职）人员负责收集和处理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活

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间接感染性、损伤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二、我院购进了利器盒及医疗废物桶、医疗废物袋，根据医疗废

物的类别，将医疗废物分置于符合《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的标

准和警示标识的规定》的包装物或者容器内。医疗垃圾全部使用专用

包装物和容器，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暂时贮存地点专人负

责管理，及时进行清洁和消毒。 

三、相关科室建立医疗废物管理情况登记表。登记核对来源、种

类、重量或数量、交接时间、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目。医疗废物焚烧

详细记录重量、袋数、时间并双方签名。登记资料保存齐全。四、工

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被医疗废物刺伤、擦伤等伤害时，采取相应的保

护措施，清创，对创面进行严格消毒处理，必要时进行血源性传播疾

病的检查和随访，并上报院感负责人存档跟踪。 

五、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医疗废物管理的学习及培训，提高了全



体工作人员对医疗废物治理工作的熟悉，并对从事医疗废物分类收集、

运送、暂时贮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治理人员进行了相关法律和专

业技术、设备操作、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 

六、存在问题： 

1、无医疗废物暂存间及标志牌； 

2、有部分科室利器盒封条上未填写单位、科室、产生日期等； 

3、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未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4、村卫生室有医疗废物未严格分类情况，无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

及医疗废物专用容器，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未严格按

照有关标准落实。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院已严格落实到各负责人，要求其及时

整改落实。 

医疗废物总结 2 

为了加强医疗废物的安全治理，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环境，保障

人体健康。一年来，我院切实履行职责，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医疗废

物治理条例》和卫生部《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治理办法》，确保医

疗废物的安全治理，现就我院医疗废物处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具体做法及成效 

1、加强治理，专人负责。建立医疗废物治理责任制，院长总负责；

卫生院后勤人员负责医疗废物的收集、转运、暂存、焚烧集中填埋的

日常运作；各临床科室明确专人负责医疗垃圾的治理工作；村卫生所

负责人负责对本所医疗废物的收集处置工作（转送卫生院集中处置）。 

2、依照国家《医疗废物治理条例》和卫生部《医疗卫生气构医疗

废物治理办法》制定医院医疗废物治理制度和工作流程；与村卫生所

签定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合约；规范垃圾分类，明确人员职责；完善发

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建立应急组织；

建立健全本院内部运送及集中处置村卫生所废物的有关交接、登记的

手续；保证分类收集、运送、暂时贮存过程中有关工作人员的职业卫

生安全防护。 



3、年内对全院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了全体工作人员对医疗废物治

理工作的熟悉，并对从事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运送、暂时贮存、处置

等工作的人员和治理人员进行了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设备操作、安

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 

4、今年全年共收集处置医疗废物 250 公斤，其中院内 228 公斤，

村卫生所 22 公斤；包括感染性废物 78 公斤，损伤性废物 52 公斤。 

5、我院医疗垃圾全部使用专用袋密封包扎，包装袋内容物不超过

胶袋容量的 3/4，不含血水及污水，袋口扎紧无泄漏。 

6、一次性医疗用品使用后，由使用科室负责初步消毒和毁形处理，

再由后勤负责人到使用科室回收。回收时，与使用科室进行数量核对，

签名确认后按医疗垃圾包装要求包装密封，收集暂存按规定时间集中

销毁，并对医疗废物的来源、种类、重量或者数量、交接时间、最终

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目进行具体登记。 

7、医院禁止外来人员到各科室或垃圾点收、买、挑、捡各种垃圾。

严禁一次性物品重复使用和回流市场，杜绝任何人私留、私卖垃圾。 

二、存在问题 

1、部分医护人员及村医重视不够，医院还有部分医疗垃圾混入生

活垃圾中 。 

2、村卫生所收集处置量较少，普及不够。 

3、市医疗垃圾处理机构到医院收集运送不定时，造成部分医疗废

物散发异味。 

医疗废物总结 3 

为了进一步加强医疗废物的安全治理，完善本单位医疗废物的收

集、运送、贮存及处置的管理规范，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环境安全，

切实维护群众健康，我们认真学习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

卫生机构废物管理条例》以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对照有关管理

规范和标准开展了自查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加强管理，专人负责。成立医疗废物管理小组，相关科室指

定专人（兼职）人员负责收集和处理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活

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间接感染性、损伤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二、根据医疗废物的类别，将医疗废物分置于符合《医疗废物专

用包装物、容器的标准和警示标识的规定》的包装物或者容器内。医

疗垃圾全部使用专用包装物和容器，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

运送人员每天从医疗废物产生地点将分类包装的医疗废物按照规定的

时间和路线运送至内部指定的暂时贮存地点。暂时贮存地点专人负责

管理。 

三、相关科室建立医疗废物管理情况登记表。登记核对来源、种

类、重量或数量、交接时间、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目。运送人员将医

疗废物交于指定的医疗垃圾处理点进行交接点数，详细记录重量、袋

数、时间并双方签名。登记资料保存齐全。 

四、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人员和管理人

员，均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工作人

员在工作中发生被医疗废物刺伤等伤害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清

创，对创面进行严格消毒处理，必要时进行血源性传播疾病的检查和

随访。 

五、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医疗废物管理的学习及培训，提高了全

体工作人员对医疗废物治理工作的熟悉，并对从事医疗废物分类收集、

运送、暂时贮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治理人员进行了相关法律和专

业技术、设备操作、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 

六、存在问题：医疗废物暂存间标识不规范；暂存间无防鼠防蝇

措施及消毒设施，以上存在问题已在整改当中。 

万州区梨树乡卫生院 

20xx 年 7 月 25 日 

医疗废物总结 4 

为加强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进一步完善我院的医疗废物的收集、

运送、储藏及处理的管理规范，防治疾病的传播，保护环境安全，切

实维护群众的健康，我们认真学习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

卫生机构管理条例》以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对照有关规定和标准

开展了自查自纠活动，现总结如下： 

我院收到县卫生局关于加强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监督管理工作通知



后，医院领导班子非常重视，并召开了会议，对自查自纠工作严密部

署。会上，成立了由万泽权院长任组长，唐晓刚内科主任任副组长，

徐万琴内科护士长任医疗废物收集、储存、运送专管人，各科室按照

各自的职责做了分工，严格对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进行了认证细致的自查自纠工作。 

根据医疗废物的分类，将医疗废物分置于符合《医疗废物专用包

装物、容器的标准和警示标志的规定》的包装物或容器内。运送人员

每天从医疗废物产生点将分类包装的医疗废物按照规定的时间、路线

运送至指定的医疗废物处理地。 

相关科室建立了医疗废物管理登记表，登记核对来源、种类重量

或数量、交接时间以及经办人签字。运送人员将医疗废物运到指定的

医疗废物处理地进行处理。登记资料并保存。 

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储藏等工作人员，均采取有效地职业

卫生防护措施，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定期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医疗废物的管理学习及培训，提高全体

工作人员对医疗废物治理工作上的熟悉，并对从事医疗废物分类收集、

运送、处置等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

处理等知识的培训。 

ù 存在问题：1、业务经费不足，有些医疗设备得不到及时的维修

或更新。2、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储藏、的管理人员未采取有效

的防护措施。3、针对以上存在问题，我院以严格落实到各负责人员，

要求其及时的整改落实。 

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严格遵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管理办法》强化管理措施，优化人员素

质，务真求实、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技术服务水平。 

医疗废物总结 5 

一、xxxx 年工作情况 

xxxx 年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紧紧围绕贯彻落实《xxxx 市医疗卫生机

构医疗废物管理规定》，按照年度管理监督工作要点，通过宣传、培

训、指导、检查等方式，基本实现了“转变观念、增强意识、完善机



制、规范设施、扎实推进”的目标。 

(一)基本情况 

1、宣传、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市卫生局印制发放了 9000 余册

《医疗废物管理文件汇编》，市、区县两级印制发放了 12 万余册各类

宣传品，开展各类宣传、宣讲活动 3000 余次，受众人数达百万以上。

市卫生局组织了区县卫生局、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主管领导、主管部门

负责人参加的法规知识培训，并对新修订的《xxxx 市医疗卫生机构医

疗废物管理规定》进行了解读。区县卫生局、海淀区公共委、各医疗

卫生机构举办各类培训活动 XX 余次，培训约 5 万余人，专门从事收

集、运送人员的受训率达 90%以上。 

2、监督检查情况。市卫生局组织了 5 次指导、检查活动，对 12

个区县及 97 个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区县卫

生局、海淀区公共委共组织了 31 次指导检查，涉及 913 个单位。市、

区县两级卫生监督机构累计执法监督 5788 次，对 54 家医疗卫生机构

分别给予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其中：医院、卫生院 3 家，占 5.5%，

诊所、门诊部 36 家，占 66.7%，村卫生室 15 家，占 27.8%。市卫生

局聘请了 36 位医疗废物巡查员，每个区县 2 名，开展了 417 次巡查暗

访活动，反馈信息 1612 条。 

3、互查工作情况。按照年度工作安排，市卫生局在第三季度组织

了区县卫生局、海淀区公共委及三级医院之间的医疗废物管理互查活

动。市卫生局制定印发了互查方案，分八个方面共 35 项互查内容和评

判标准，每两个区县之间各互查两所医院，市属三级医院与中央直属

三级医院之间进行互查。同时，要求区县卫生局、海淀区公共委将

《xxxx 年医疗废物互查评判标准》下发至辖区内所有医疗卫生机构进

行自查。整个互查活动于 9 月底结束，相关单位均完成了互查工作，

互查中发现有 20 所医院存在 43 项不规范内容。 

4、服务保障情况。市卫生局统一制作下发了 XX 块医疗废物暂存

处警示牌。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等由政府出资组织集中收集、转

交医疗废物;通州区、海淀区政府出资修建、完善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暂

存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解决小型、边远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和培训师资等。 

(二)工作成效 

完善机制，齐抓共管促落实。新修订的《xxxx 市医疗卫生机构医

疗废物管理规定》执行一年来，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和医疗卫生

机构的具体实施都在按照“规定”赋予的职责和义务而有条不紊地抓

落实。通过对“规定”的学习、宣传，使所有从业者充分认识到安全

收集医疗废物的重要性。特别是卫生行政机关、卫生监督部门和医疗

卫生机构的组织领导层面，还从“规定”中领到了自己的任务。市和

区县卫生局由主管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共同监督管理。 

医疗卫生单位形成了由单位主管领导牵头，后勤总务部门、感染

控制部门和相关医疗部门共同管理监控的局面。从而保证了法规、制

度的有效执行。 

医疗废物总结 6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医疗废物管理，防止疾病传播，保障人体健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相

关规定，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全域达标相关工作要求，我县 xxxx 年

狠抓了对医疗废物的管理,对全县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一次性医塑

用品和医疗废物加强了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相关工作总结如

下。 

一、高度重视，强化管理 

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携带有大量致病菌和病原微生物，

管理不善将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我局历来

重视医疗废物的管理工作。xxxx 年我局印发了“xxxx 县医塑用品回收

处理及其他医疗废物处理实施方案”。xxxx 年我局结合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全域达标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医疗废物的管理。一是召开医疗

机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会议，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让医疗机构负

责人和管理者学法、知法、守法。二是对医务人员进行全员培训，使

之掌握医疗废物处置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牢固树立医疗安全意识。三

是各医疗卫生机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责任制，制定并落实医疗废物管理的规章



制度、工作流程、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做到医疗废物管理

的制度化、规范化。 

二、明确职责，规范行为 

1.要求各医疗卫生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切实履行职责，

确保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防止因医疗废物导致传染病传播 

2.医疗机构设置医疗废物临时贮存点，并按医疗废物专用容器分

类收集、贮存，统一移交给合法的集中无害化处理单位处置。 

3.镇乡级以上医疗机构成立了医疗废物管理领导机构,确定专（兼）

职人员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机构医疗废物的管理工作；安排专人

负责医疗废物的收集、暂时贮存、登记、交接等相关工作。各医疗机

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认真抓、工作人员具体抓的良性

工作机制。各医疗机构加强了对医疗废物管理人员的相关法律和专业

技术、安全防护及紧急处理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并积极采取有效的职

业卫生防护措施，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有效保护医疗废物管理人员

的身体健康。 

三、加强监督指导，严惩违法行为 

县卫生局组织县卫生执法监督大队定期或不定期对全县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的.收集、转移、运输、处置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

公布检查结果，发现隐患责令医疗机构立即整改，对监督检查中发现

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进行查处。县疾控中心定期到各镇乡级医疗机

构回收医塑用品，随时督促医疗机构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进行卫生学

效果监测、评价，并按时上报医疗废物的处置情况。 

四、xxxx 年全县医疗废物处置情况 

xxxx 年全年全县医疗机构共产生医疗废物量 59.9 吨，其中医塑用

品交有资质机构处置量 8.9 吨，乡镇级以下医疗机构自行焚烧处置量

20.2 吨，焚烧后深埋量 1 吨，县人民医院焚烧处置量 30.8 吨,医疗废

物无害化处置 100%。xxxx 年共监督检查县级医疗机构 8 家次，其他

医疗机构 252 家次，未发现各机构有违法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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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 有效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 确保



医疗安全，防止因医疗废物导致传染病传播和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保

障人体健康。我院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卫生

废物管理办法》以及《黑龙江省省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规定》，

医疗废物、污水处理专人专管,严格按污水环保处理要求进行工作,严格

污水 处理设施操作规程，扎实做好医疗废物、污水处理工作。 

1、健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责任制 

成立了医疗废物处理领导小组，组长由院长担任，各职能部门及

临床科室设立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废物管理，临床科室护士长及物业

管理处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感染管理科负责医疗废物的全程监督管

理。 

2、加强医疗废物回收处理贮存设施的配备和保障 

医院为各科室配备收集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带盖暂存箱，并购买

了相适应的废物回收袋，医疗废物装黄色垃圾袋，生活垃圾装黑色袋。

各科把垃圾暂存箱放在固定的卫生处置间，并标有明显的医疗废物警

示标识，给专职回收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并进行了防护培训。

按要求建立医院医疗垃圾贮存间；医疗废物暂存地配有防盗门，磅称

以及防鼠板等设备；有专人管理，专职人员配有防护用品，制度、流

程上墙。 

3、对医疗废物进行分类分袋收集处理 

感染性医疗废物：一次性输液器、使用后的棉签、棉球、纱布及

其他各种敷料等和各种废弃的血标本，传染病人使用后废弃物装双层

黄色袋。 

病理性废物：病理切片后及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人体组织器

官等。 

损伤性废物：使用后的针头、手术刀、备皮刀、玻璃安瓿等收集

在特制的硬纸盒内。 

药物性废物：过期、变质被污染的废弃的药品。 

4、做好回收人员个人防护 

在回收运送医疗废物时做好个人防护是极为重要的，下科室回收

时都穿工作服、戴帽子、口罩、橡胶手套，在回收传染性废物时，戴



双层手套、护目镜， 防护用品用后不能存放在生活区，及时消毒清洗。

收集运送时，防止刺伤、擦伤，保证安全。 

专职收集人员每天分类包装、做好标识的医疗废物按指定路线收

回后送到医疗废物暂存处，收集时带好医疗废物交接登记簿，与各科

当面交接，做好双签字。对包装破损、包装外表污染的医疗废物，医

疗废物回收运送人员必须要求科室重新包装，否则，运送人员有权拒

绝回收运送，做到日产、日清。 

我院与哈尔滨国环医疗固体废物无害化集中处置处置有限公司签

定了《医疗废物委托处理合同书》，凡我院产生的医疗废物全部由国

环公司进行转运处理，年处置费 1.08 万元。国环公司三天回收一次，

并有交接登记本。每天下午 4 点各科室用密封桶密封送医疗垃圾中转

站，由专人接收、登记、装入固体医疗垃圾周转箱，下午 4 点由国环

固废处置公司专车运至公司进行专业化处理。对医疗废物暂存处每天

用紫外线灯照射和 1000 mg/L 含氯消毒剂进行喷雾消毒。 

5、进行全员培训，定期检查考核 

医院组织全院医务人员学习《医疗废物管理条理》、以及医疗废

物的分类处理收集、运送、处置、监督管理等要求。给各科印发了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要求，各

科室认真组织人员学习，并按规范要求执行。做到责任明确，制度落

实，奖惩分明。 

我院还积极做好污水处理工作，不担专人专职，还投入 10 多万元

建立污水处理站，更新水处理设备，从而使处理过的污水达到排放标

准。设计能力为日处理 60m3 污水，实际处理量为每 4--12 吨，年消

耗氯酸钠 0.6 吨、计人民币 1.4 万元。工作流程：氯酸钠经过二氧化氯

发生器、电控柜操作处理，处理后的达标废水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201 年经过以上措施的实施，我院完成医疗垃圾、污水处理工作，

有效的保证了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20xx 年我院将继续加强医疗废物、

污水处理管理工作，保护环境，保障人民健康。 

单位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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