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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工作在控制医院感染管理中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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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工作在控制医院感染管理中的价值研究。方法 选择在我院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

内接受治疗的 10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对照组（50 例，采取常规护理管理）和观察组

（50 例，采取规范化护理管理），对两组的心理状态（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医院感染发生率、健康知识掌握

（医院感染知识、疾病知识、治疗与康复知识、护理管理知识）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与评估。结果 观察组

的焦虑、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医院感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医

院感染知识、疾病知识、治疗与康复知识、护理管理知识等健康知识掌握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控制医院感染管理中实施规范化护理管理可取得明显的治疗

效果，显著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增加对健康知识的掌握，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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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nursing work in controlling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50 cases, conventional nursing management)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standardized nursing management).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xiety score, depression) score, hospital infection 
incidence,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hospital infection knowledge, disease knowledge,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knowledge, nursing management knowledge)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hospital infe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such as hospital infection knowledge, disease knowledge,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knowledge, and nursing management knowled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ed nursing management in the control of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can achieve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s,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hospital infection, increase their mastery of health knowledge,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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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是医院管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不仅

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康复进程，还增加了医疗成本，

甚至可能导致患者死亡。护理工作作为医院日常运营

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患者治疗的全过程，对预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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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医院感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护

理工作在控制医院感染管理中的价值，对于提高医疗

质量、保障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内接受治疗的 10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进行随机分组，分为对照组

（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 25-73 岁，平均年

龄 61.85±3.71 岁）和观察组（50 例，男 25 例，女 25
例，年龄 24-73 岁，平均年龄 60.15±3.36 岁）。将两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所有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均在明确

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也获得了本

院伦理委员会的全面知悉和正式批准。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无感染疾病；（2）持有完整的临

床诊疗资料；（3）意识清醒，认知正常，无智力障碍。

排除标准：（1）目前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的患者；（2）
临床记录资料不完整的患者；（3）存在精神异常状况

的患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密切监测患者病

情变化，定期实施病房通风换气，维持空气流通与清新

环境；加强环境管理，确保病房整洁有序；同时，提供

饮食指导[1]，促进患者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与生活方式。 
1.3.2 观察组采用规范化护理管理，具体如下： 
（1）完善管理体系：构建全面的护理感染防控体系，

实施三级分层管理。一级为自我监督层，强化护士长与护

士对重点区域的日常监测，包括物体表面、空气质量及手

卫生，确保即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问题。二级为消毒隔离质

控层，设立质控小组，每月对各科室进行抽查，以持续改

进消毒隔离措施。三级为护理部管理层，动态监控整体消

毒隔离管理效果[2]，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2）优化病房环境：依据国家标准调整病房环境，

强化消毒措施，确保空气流通。同时，提升护理团队预

防感染的意识与能力，定期消毒医疗设备，及时清理污

染物，营造安全的住院环境。 

（3）强化健康教育：采用多元化宣教手段，如口

头讲解、宣传栏、健康咨询及科普资料，根据患者个体

差异定制宣教内容，提升其对疾病及医院感染的认识
[3]。特别强调个人卫生的重要性，尤其是卧床患者的口

腔与皮肤护理，以减少并发症风险。 
（4）个性化护理管理：针对高风险群体，如使用

免疫抑制剂、接受外科手术或营养不良的患者，提供更

为详尽的医院感染预防知识，增强其自我保护能力。对

于手术患者，着重介绍术前准备、饮食调整及术后护理

要点，包括促进切口愈合的注意事项，以减少感染风险。 
1.4 观察指标 
对两组的心理状态（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医院

感染发生率（切口感染、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感染、泌

尿系统感染）、健康知识掌握（医院感染知识、疾病知

识、治疗与康复知识、护理管理知识）评分及护理满意

度进行对比与评估。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采用 t 检验进行组

间比较；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²检验。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健康知识掌握评分比对   
通过分析表明，观察组的医院感染知识、疾病知识、

治疗与康复知识、护理管理知识等健康知识掌握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两组评分比对有明显差异（P＜0.05），
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2.2 两组医院感染发生率比对 
观察组的医院感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两组评分

比对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2。 
2.3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比对 
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结果为，焦虑（32.18±

4.01）分，抑郁（31.73±3.95）分；对照组患者心理状

态评分结果为，焦虑（44.21±4.42）分，抑郁（43.63
±4.24）分；t=14.254，P=0.001 和 t=14.521，P=0.001，
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疾病认知水平评分比对（ sx ± ） 

组别 例数 医院感染知识（分） 相关疾病知识（分） 治疗与康复知识（分） 护理管理知识（分） 

观察组 50 90.38±5.68 89.20±5.13 90.45±5.10 89.12±5.91 

对照组 50 85.46±5.16 84.34±5.02 86.11±5.68 85.31±5.39 

t - 4.843 3.645 5.234 4.546 

P - 0.001 0.001 0.001 0.001 



丰丽娟，白沙莎，赵娇，李菲，白玉滢                                     护理工作在控制医院感染管理中的价值研究 

- 121 - 

表 2  两组医院感染发生率比对[n,(%)] 

组别 例数 切口感染 呼吸道感染 胃肠道感染 泌尿系统感染 发生率 

观察组 50 1（2.00） 1（2.00） 1（2.00） 1（2.00） 4（8.00） 

对照组 50 4（2.00） 2（2.00） 2（2.00） 1（2.00） 9（18.00） 

χ2 -     4.421 

P -     0.036 

 
2.4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对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为，满意 22 例

（44%），基本满意 26 例（52%），不满意 2 例（4%），

护理满意度是 96%；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

为，满意 18 例（36%），基本满意 24 例（48%），不

满意 8 例（16%），护理满意度是 84%；χ2 =4.000，
P=0.046，两组评分比对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

计学意义。 
3 讨论 
医院内感染，简而言之，是患者在医疗机构治疗期

间所患上的感染，其诱因多样，包括侵袭性治疗手段、

外部环境微生物的侵入、以及过度使用激素或抗生素

等医疗措施[4]。这些因素往往导致患者体内微生物平衡

被打破，耐药菌株比例上升，进而削弱患者的自然防御

机制，使其更易受到细菌侵袭。 
医院内感染不仅可能削弱治疗效果，引发不良健

康后果，还可能成为医疗纠纷的源头，对医院的声誉造

成负面影响[5]。因此，强化患者的护理管理策略，成为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保障患者安全、维护医院形象不可

或缺的一环。通过优化护理流程、加强感染控制、合理

使用药物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医院内感染的风险，为

患者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6]。 
强化护理管理体系，建立监控网络，明确职责与规

程，确保感染控制措施执行到位。提升护理人员感染控

制意识，通过培训教育增强专业素养，建立激励机制促

进积极性[7]。规范护理操作流程，遵循无菌技术与消毒

隔离原则，强化手卫生管理，防止交叉感染。加强医院

环境管理，定期清洁消毒，分类处理医疗废弃物，控制

探视人员以减少交叉感染风险[8]。本研究结果表明，观

察组的焦虑、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医院感

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医院感染知识、疾病

知识、治疗与康复知识、护理管理知识等健康知识掌握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与郑雪梅[9]研究结论类似。表明规范化护理管理，

如病房优化与知识宣教，能营造良好环境，可缓解患者

情绪，提升疾病与感染认知，促进配合度，确保治疗效

果。 
综上所述，在控制医院感染管理中实施规范化护

理管理可取得明显的治疗效果，显著改善患者的负面

情绪，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增加对健康知识的掌握，

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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