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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在输液室提高手卫生依从性中的效果

宋慧娟，刘 涟*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宿迁

【摘要】目的 探究输液室中使用持续质量改进对提高护理人员手卫生的依从性和合格率分析。方法 选

取在本院输液室工作的 68例医护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时间跨度为 2020年 3月～2021年 3月期间，将

2020年 3月～2020年 9月即实施前的医护人员称为参照组，将 2020年 10月～2021年 3月即持续质量改进

措施实施后的医护人员称为实验组，比较两组的手卫生改善情况。结果 实验组医护人员采用持续质量改进

措施后的手卫生依从性和合格率均明显较参照组高，两组差异比较为 P<0.05，存在临床统计学意义；实验

组医护人员采用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后洗手执行不规范率明显较参照组高，洗手正确率明显较参照组低，两

组差异比较为 P<0.05，存在临床统计学意义。结论 将持续质量改进运用到输液室中能明显提高医护人员的

手卫生依从性，手卫生合格率也较高，同时洗手执行逐渐规范，洗手正确率明显提高，此方式可在医院中

广泛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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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in improving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in infusion room

Huijuan Song，Lian Li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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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use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ransfusion room to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nursing staff hand hygiene and qualified rate analysis. Methods A total of 68 medical staff
working in the transfusion room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time span was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The medical staff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from March 2020 to September 2020
were referred to as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medical staff from October 2020 to March 2021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measures were call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and hygiene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compliance and pass rate of hand
hygien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fter the use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P<0.05, showing
clin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non-standard hand-washing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rrect hand-washing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P<0.05, indicating clin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in infusion roo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of medical staff, and the qualified rate of
hand hygiene is also high. Mean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and washing is gradually standardized, and the
correct rate of hand washing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is method can be widely used and promoted in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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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发生感染与细菌传播和医务人员手卫生

有着重要联系，输液室输液更换是护士每日必备的

*通讯作者：刘涟

工作之一, 也是基础临床护理最常使用的技术,与患

者密切接触时手卫生不达标将会致使细菌传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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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格的手卫生能有效预防传播感染[1]。 尤其

是医院输液室，在门诊病人的医疗中起到了很重要

的作用。而该科室医务人员的手卫生关系到医患安

全，所以做好医务人员的手卫生，能很好的防止输

液工作中存在的交叉感染的风险，提高医疗水平,保
证医疗质量。为使院内医务人员的手卫生依从性提

高，本次选取 68 例医护人员给予持续质量改进,探
讨实施前和实施后的手部卫生依从性变化，具体实

施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3 月到 2021年 3 月期间在我院输

液室中工作的医护人员 68例为本次实验对象，所有

医护人员均自愿参加此次实验，并且本次实验已得

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2]。按照管理前后的分组方

式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其中实施前 2020年 3月到

2020 年 9 月为参照组，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3 月为实验组，医护人员年龄在

22-36岁，平均(29.54±2.63)岁；其中 19名男性，49
名女性；学历在本科或以上的有 31 名，专科有 37
名；其中医师 15名，护士 53名；工作时间 1-12年，

平均(6.58±1.94)年。在此研究期间所有医护人员均

没有离职或调动情况，即两组一般资料无差异，

P>0.05无临床比较意义。

1.2方法

1.2.1现状分析：调查医护人员手卫生不合格原

因，包括①医护人员对手部卫生认知不高，且落实

时机不准确[3]。②需要输液的病患较多造成工作量

大，从而忘记或没有时间洗手。③输液室设施不够

完善，使用起来不方便。④医院领导在监管手卫生

上力度不够，缺少严格制度以及对医护人员培训、

考核。

1.2.2计划：①增加或更换手卫生的硬件设备；

②加强培训医护人员的手卫生知识并予以考核; ③
制定手卫生相关管理制度并督促落实[4]。

1.2.3实施：在计划制定完成后将其落实，共分

为以下三点：①设备改善：设备科把院内洗手池调

换为肘式或者感应式，行政部门配备消毒洗手液，

同时准备好干手器或擦手纸。将手快速消毒液放在

抢救床、治疗车等地方，以方便医护人员和患者及

时使用。在洗手池醒目区域张贴洗手步骤宣传画，

促使洗手规范。②加强培训和宣教：定期组织医护

人员参加手卫生培训或讲座，并向医护人员演示正

确洗手的方法，并讲解洗手时间、力度和频率等，

促进规范洗手。③监管加强：医护人员参加培训后

由质控小组对其手卫生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并监测

消耗手卫生用品情况。

1.2.4检查：①每周暗访两次，检查医护人员手

卫生的执行情况，并记录不同情况下的手卫生执行

情况[5]。②由监管科人员掌握院内手卫生用品消耗

量，于此间接了解医护人员执行手卫生情况。③ 现

场考核医护人员手卫生情况，主要在针对“六步洗手

法”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将其与绩效考核挂钩，以此

提高医务人员的重视程度。

1.2.5反馈：通过数据收集进行统计，进而制定

下一步的持续质量改进措施。

1.3观察指标

比对实验组与参照组医护人员的手卫生合格率

和手卫生依从性。同时对比实验组与参照组医护人

员洗手执行不规范率和洗手正确率。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实验组（实施后）和参照组（实施前）

的所有数据处理均使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

计算分析，计量资料如一般资料中的年龄和工作时

间等采用（x±s）表示 t 检验，计数资料如手部卫

生依从性与合格率采用（n，%）表示χ2检验，数据

结果在 P＜0.05时[6]，则具有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实施前与实施后手

卫生的合格率与依从性

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的实验组医护人员手卫生

依从性以及合格率和参照组相比明显较高，两组数

据结果差异很大，P<0.05具有临床比较意义，详见

表 1.2.2 比较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实施前与实施后洗

手执行不规范和洗手正确率

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的实验组医护人员洗手执

行不规范和参照组相比明显较低，洗手正确率和参

照组相比明显较高，两组数据结果差异很大，P<0.05
具有临床比较意义，详见表 2.

表 1 比对两组手部卫生合格率以及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手卫生依从性 手卫生合格率

实验组 68 （68/68）100% （68/68）100%

参照组 68 （60/68）88.23% （59/68）86.76%

χ2值 8.5000 9.6378

P值 0.0035 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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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对两组洗手执行不规范和洗手正确率（n，%）

组别 例数 手卫生执行不规范 洗手正确率

实验组 68 （1/68）1.47% （68/68）100%

参照组 68 （6/68）16.18% （63/68）92.65%

χ2值 5.7885 35.8537

P值 0.0161 0.0001

3 讨论

近年来，输液室病人数量日渐增加,综合医院输

液室一般均有较大的人流量大,是细菌传播以及感

染的高发区域[7]。输液室是医院的重要场所,此处实

施质量改进是重中之重。医护人员在工作中的手卫

生情况是工作质量和院内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标

准的、自觉的实施手卫生，可以有效减少其手部细

菌数量，从而使医护工作质量提高，医院感染得到

控制。同时加强医护人员意识，了解手卫生和感染

发生之间的联系，在手卫生方面增加医护人员的依

从几率[8]。

持续质量改进模式更加科学化，共分为四个阶

段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包括第一步计划、第二步实

施、第三步检查以及第四步反馈，主要是依照分析

和评估的结果，持续制定改进措施。本次研究结果

显示，参照组的手卫生依从性以及合格率均比实验

组低，P<0.05有比对意义，同时参照组洗手执行不

规范率比实验组高，洗手正确率比比实验组低，

P<0.05有比对意义，再一次验证此方法的有效性。

手是接触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最重要的媒介，是造成

医院交叉感染的重要途径。而笔者发现，在基层医

院，护理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不高，尽管安排了定期

培训，但总是浮于形式，手卫生落实差。故而笔者

建议在提高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中，应安排科室

主任、护士长加强监管，院感科加强监督，这样才

能真正将手卫生工作落实到输液工作中，做到双向

防护。同时要重视教育培训，促使广大医务人员熟

练掌握手卫生知识和方法，以此逐步提高输液室医

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同时改善手卫生设施，及时

补齐洗手液、快速手消毒剂、干手纸巾，保证使用

方便。另外，院感科应不定期暗访、明察输液室手

卫生依从性，以进一步提高输液室全员的手卫生依

从性。

综上所述，在输液室中使用持续质量改进措施

能使手卫生依从性与合格率均得到显著提高，值得

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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