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护理医学杂志 2023年第 2卷第 7期
Journal of Mo dern Nursing https://jmnm.oajrc.org

- 7 -

强化感染管理在感染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程节华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分析强化感染管理在感染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21.04-2022.04月还未开

展强化感染管理的 42例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设定为对照组；另选取我院于 2022.05-2023.05月已开展强化感

染管理的 42例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设定为观察组。对两组护理质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观察组采用强化感

染管理后，其院感发生率、临床感染监测合格率、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感染科护理中采用强化感染管理，可有效降低院感风险，提升临床消毒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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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infection management in infectious disease nursing

Jiehua Cheng

Shanghai Fif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infection management in infectious care.
Method 42 hospitalized patients who had not yet undergone enhanced infection manage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1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Another 42 hospitalized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enhanced infection manage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2 to Ma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quality of ca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 After
adopting strengthened infection management, the incidence of hospital infection, qualified rate of clinical infection
monitoring,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infection management in infectious diseas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hospital infection risk, improve clinical disinfection quality,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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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护理工作作为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

到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特别是作为医院的特

殊科室，如果感染科出现护理失误，很容易造成医疗

事故。住院患者的感染不仅延长了患者的住院时间，

而且增加了患者的治疗痛苦，给医院、家庭和社会带

来了巨大的负担[1]。因此，加强感染管理，提高护理工

作质量，为感染科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具有重

要意义。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强化感染管理在感染科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取我院于 2021.04-2022.04月还未开展强化感染

管理的 42例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设定为对照组：

男 22 例，女 20 例，年龄 22-68 岁，平均 45.23±2.51

岁，其中接受管理的病房 42 间，医护人员 42 名，消

毒物品 42 件；另选取我院于 2022.05-2023.05 月已开

展强化感染管理的 42例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设定

为观察组：男 24 例，女 18 例，年龄 25-70 岁，平均

45.88±2.37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纳入标准：两组患者详细了解本研究内容，且

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选取的病房、医护人员、

房间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

存在免疫缺陷疾病者；存在精神障碍者；存在认知障

碍者；依从性较差者；中途退出研究者。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加强对患者生命体征的监

测，做好病房消毒工作，根据患者病情，在用药、饮

食等方面进行指导和干预；观察组采用强化感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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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

1.2.1完善管理制度

在《消毒技术规范》和《医院感染管理制度》颁

布的基础上，结合我院和科室特点，制定完善科室管

理制度，严格按照管理制度执行临床护理操作。建立

护理质量控制小组，由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总结科室

感染情况。要求医生执行相关操作标准，加强对护理

人员手部卫生和无菌存放的监督，确保其护理工作按

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完成。及时发现相关问题，并采取

相应措施予以解决。定期抽查科室消毒情况，避免护

理人员对医院感染预防不力。

1.2.2加强人员培训

对于感染科及相关管委会人员，有必要加强其预

防意识，使其了解这一内容。医院在入科就业前，应

组织专业、系统的医源性感染培训，严格考核员工的

专业技能、基础素养、专业素养。只有通过考核，他

们才能上岗，确保他们的责任心、细心性和实践性达

到标准。其中，有职业暴露风险的医务人员需要密切

关注，并在每次治疗、消毒灭菌等活动后认真检查登

记。此外，除了培训专业人员外，清洁人员也不要错

过清洁环境的机会。他们应该接受相关医学知识和正

确处理医疗废物方法的培训，以便在分类过程中通过

正确的无菌处理和规范的操作来保持自身和整体环境

卫生。

1.2.3加强隔离及消毒操作

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遵循规范程序，掌握和

熟悉相关注意事项和消毒剂的使用性能。相关设备使

用完毕后，应及时进行消毒、消毒、清洗，并根据科

室具体情况定期对医疗设备进行维护和更换。

1.2.4强化病房管理

在感染科，应根据患者的病情情况，将患者安置

在不同的病房，加强病房感染控制，加强病房消毒工

作，向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和感染的危害，告知患

者自我保护的内容，使患者对感染有正确的认识，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高度配合护理工作。并降低医院感

染的概率。

1.2.5加强医疗废弃物管理

护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避免因针灸等

因素引起的感染。在医疗废物的回收利用中，要有高

度的意识，安排专人对废物进行回收，并按照相关管

理制度进行分类。回收工作人员应严格转运至部门，

特别是废弃的药品或试剂，应标明批号，用黄色垃圾

袋密封并送往废弃物暂存处，由垃圾回收公司统一处

理，确保医疗废弃物不乱扔、不散落、不散落，加强

对工伤事故的保护和指导。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院感发生率进行对比，包括呼吸道感染、

皮肤及软组织感染、泌尿系统感染、切口感染、胃肠

道感染；对两组临床感染监测合格率进行对比，包括

病房空气质量、医护人员手表面、消毒物品表面；采

用我院自制调查问卷对两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估，包

括护理态度、护理可及性、护理专业性、护理文书，

每项均为 5分，分数越高，满意度越高。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χ±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t检验；使用

“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χ2检验。P

＜0.05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院感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呼吸道感染 1例、皮肤及软组织感染 1例、

泌尿系统感染 0例、切口感染 0例、胃肠道感染 0例，

发生率为 2（4.76%）；对照组呼吸道感染 2例、皮肤

及软组织感染 3 例、泌尿系统感染 1 例、切口感染 1

例、胃肠道感染 1 例，发生率为 8（19.05%）。观察

组院感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4.087，P=0.043）。

2.2两组临床感染监测合格率对比

观察组临床感染监测合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3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3 讨论

感染科是我院的一个重要科室，主要收治传染病

患者。我院感染科主要以症状治疗为主，但为了提高

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治疗效果，我科辅以有效的护

理干预。在过去，通常的护理方法是传统的常规护理[2]。

这种护理方法虽然有效，但效果一般。为了提高护理

效果，我科采取了强化感染管理模式。

在本研究中，通过在感染科护理中采用强化感染

管理，观察组院感发生率、临床感染监测合格率、护

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其能有效降低院感风险，提升临床消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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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高护理满意度。这是因为强化感染管理是指针

对在诊疗活动（如疾病的预防、诊断或治疗）中存在

的医院感染及与之相关的危险因素，进行科学的控制

活动，以预防、减少医院感染[3]。强化感染管理作为一

种新的管理方法，在感染科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加强感染预防，制定相应的对策，

可有效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概率[4]；利用强化感染管理，

完善传染病相关管理制度，根据相应的规范标准和部

门特点，制定适合本部门具体情况的管理标准。规范

临床护理工作流程，提高临床护理措施的实施质量，

降低临床感染、护理差错、护患冲突等不良事件发生

的概率[5-6]；强化感染管理后，护士可以严格按照临床

护理操作的相关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了解各种消毒剂

的具体性能，并在使用后及时对相关器械进行消毒灭

菌。护理操作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有效提高了产品表

面、手表表面、病房空气的消毒合格率。根据患者的

不同情况，开展病房管理，加强感染控制，向患者及

家属讲解传染病相关知识，纠正误解，使其有较强的

预防意识。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患者的配合程度高，

提高了临床消毒隔离工作的质量，同时减少了感染的

发生[7-8]。

综上所述，在感染科护理中采用强化感染管理，

可有效降低院感风险，提升临床消毒质量，提高护理

满意度，可在临床管理中应用推广。

表 1 两组临床感染监测合格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病房空气质量 医护人员手表面 消毒物品表面

观察组 42 42（100.00） 42（100.00） 42（100.00）

对照组 42 24（57.14） 30（71.43） 31（73.81）

χ2 - 22.909 14.001 12.658

P -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χ±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态度 护理可及性 护理专业性 护理文书

观察组 42 90.23±5.09 91.48±5.26 90.44±5.07 90.64±5.17

对照组 42 81.32±4.24 80.27±4.17 81.26±4.26 81.66±4.10

t - 8.717 10.823 8.984 8.829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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