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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医院感染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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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医疗环境中，医院感染管理是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的重要环节。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医疗环境的复杂化，医院感染防控工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某院积极开展感染管理

实践，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成果。如何健全和落实医院感染管理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重点部门感染管理，

提高医务人员对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认识和职业暴露的防护意识，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这

已成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管理者的共识。本文将重点介绍某院在感染管理方面的具体实践，探讨其所采取

的措施和取得的效果，以期为其他医疗机构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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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medical environments,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ensuring
medical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medical
environment, hospital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is facing increasingly severe challenges.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a certain hospital actively carried out infection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achieved a series of
encouraging results. How to improve and implement various management systems for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strengthen infection management in key departments,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medical personnel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hospital infections and occupational exposure, and enhance their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to sudden
public health events has become a consensus among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hospital managers at all level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introducing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a hospital in infection management, exploring the measures
taken and the results achiev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other med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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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及时执行新颁布法规和规章制度

及时执行新颁布法规和规章制度对医院感染管理

至关重要。随着医疗技术和治疗模式的不断演进，感

染防控工作也需要不断跟进和适应新的挑战。及时更

新和修订医院感染管理规章制度能够确保医院内部的

防控措施与最新的法规要求相符，从而提升感染管理

工作的针对性和效果。

对于与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的法规和规章制度通常

* 通讯作者：常丽

由行业监管部门发布，例如卫生部或卫生健康委员会。

这些法规和规章制度旨在规范医院感染管理的各个方

面，包括感染预防与控制、感染监测与报告、耐药菌

感染管理等。医院必须严格执行这些法规和规章制度，

以确保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1-2]。

2 感控质量全面检查

每月对每个科室进行一次感控质量全面检查非常

重要，这有助于确保医院的感染控制措施得到有效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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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控质量全面检查的内容和方式通常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2.1人员培训和知识普及：检查医务人员是否接受

了足够的感控培训，并且是否了解和遵守感控相关的

政策和指南。

2.2设施和设备的卫生状况：检查医院的医疗设施、

设备和环境是否符合感控要求，包括清洁度、消毒和

消毒工作的有效性等。

2.3感染监测和报告：检查医院感染监测和报告系

统的运行情况，包括感染病例的准确报告和记录、感

染控制措施的跟踪和评估等。

2.4手卫生和个人防护：检查医务人员的手卫生行

为和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情况，包括手卫生设施的可

用性、手卫生操作的正确性和依从性等。

2.5无菌操作和感染控制措施：检查医务人员执行

无菌操作的过程和技术是否正确，以及是否遵守正确

的感染控制措施，例如手套和口罩的使用[3-4]。

2.6患者的健康宣教：为患者普及医院感染的相关

知识，对于存在感染的患者应在床旁做好醒目标识，

让患者以及家属重视医院感染，日常除护理人员有效

的协助患者做好护理时，患者家属应协助护理人员做

好预防，降低患者感染的机率，对于行同室隔离的患

者，应适度远离，缓解恐惧。

通过每月的感控质量全面检查，医院可以及时发

现和解决感控方面的问题，确保感染控制制度得到有

效落实。

3 重点科室重点环节重点管理

重点管理科室和环节是出于对医院的医疗质量和

安全的关注，因为不同科室和环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风险和挑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来确保医疗

过程的质量和患者的安全。

对于重点科室和环节的管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和方法：

3.1制定管理制度：针对不同的重点科室和环节，

制定详细的管理标准和指南，明确操作流程和质量要

求，确保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实施。

3.2建立专业团队和培训计划：组织专门的团队人

员来管理重点科室和环节，提供制定相关的培训和教

育计划，以确保工作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3.3强化监测和审核机制：建立有效的监测和审核

机制，定期对重点科室和环节进行评估和检查，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医疗质量的安全性。

3.4促进跨部门合作：重点科室和环节需要与其他

科室和环节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作机制，确保信

息的流通通畅和团队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整体管理

的一致性和协调性[5]。

3.5建立相应的评估体系，实施分级管理：对于收

治的入院患者进行评估，开展分级管理，结合患者的

症状，就诊的科室，疾病的类型，若患者存在传染病

时，应指定活动区域，同时避免患者随意走动，也不

得有家属陪同，护理人员每天对病房进行消杀。而对

于有感染风险的患者应指导患者佩戴好口罩，日常做

好手卫生，护理人员统一为患者配送餐食，不接触，

减少人员聚集。

4 利用《军队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软件

《军队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软件在医院感染

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功能。该软件可以通过实时

监测和分析医院内的感染数据，帮助医院及时了解感

染病例的情况，发现和控制薄弱环节，提高感染管理

的效果。

该软件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

能够实现感染病例的实时追踪与监测，帮助医务人员

及时掌握感染情况，及早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其次，

软件提供的数据分析功能可以帮助医院识别感染发生

的趋势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的控制。此

外，通过软件的使用，医院可以建立感染数据的长期

积累和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6]。

为了及时控制薄弱环节，利用《军队医院感染实

时监控系统》软件可以采取以下手段和方法：

首先，软件可以实现实时监控感染指标，如感染

发生率、手部卫生合规率高危因素等。医院可以将各

项指标设定阈值，一旦指标超过预设值，系统将自动

触发警报，提醒医务人员注意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其次，软件提供的数据分析和报告功能可以帮助

医院发现感染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医务人员可以通过

对感染数据的深入分析，找出感染高发部门、感染原

因等关键信息，有针对性地加强感染防控措施。

在利用《军队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软件时，

医院还应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确保他们熟练掌握

软件的操作和数据分析技巧，并将其纳入医院感染管

理的日常工作流程中[7]。

5 多重耐药菌患者消毒隔离的监控与落实

多重耐药菌患者消毒隔离的监控与落实是医院感

染管理中的重点工作。由于多重耐药菌对传统抗生素

产生耐药性，治疗上的挑战日益增加。因此，对于多

重耐药菌患者的消毒隔离变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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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监控和落实消毒隔离的措施以及防止院内感染暴

发的方法和措施的介绍：

首先，严格落实消毒隔离措施是防止多重耐药菌

传播的关键。医院应制定详细的感染控制策略，明确

隔离患者的条件和要求。包括对多重耐药菌患者进行

单独隔离，在其住院期间采取特殊的消毒程序和个人

防护措施。

其次，建议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对多重耐药菌

患者的消毒隔离进行严格监测。医院可以利用现代化

的医院感染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感染病例，监测患者

的病情和治疗进展。此外，定期对隔离区域进行检查，

确保消毒隔离工作的质量和有效性[8]。有效的执行多重

耐药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当中的相关内容，

做好医院相关制度的修订提醒检验科、感染科做好分

工以及职责。对相关护理人员、保洁人员进行分层分

批培训，开展针对性的多种耐药感染防控知识的培训，

并进行考核。优化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报告流程，做好

隔离标识，提高护理人员的手部卫生管理。细化多重

耐药菌感染的检查方式 ，明确患者是否存在医院内部

感染，对于出现的新增多重耐药菌感染是否准确的进

行交接班管理。做好患者家属的健康宣教。

同时，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也是落实消毒

隔离措施的重要环节。医院应定期组织培训，向医务

人员宣传和普及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预防措施和消毒隔

离的操作方法。在直接接触多重耐药菌患者前后、 实

施诊疗护理操作前后、 接触患者体液或者分泌物后、

摘掉手套后、 接触患者使用过的物品后， 以及从患

者的污染部位转到清洁部位实施操作时， 都应当实施

手卫生。 手上无明显污染时， 可以使用速干手消毒

剂进行手部消毒； 有明显污染时，应当洗手。建立健

全的防控制度，规范相关防控措施，定期对护理人员

进行培训，提高护理人员对防控知识的掌握程度。患

者的所有排泄物应放置在专用的医疗垃圾专用袋内，

统一处理，降低院内感染的机率。只有通过有效的培

训，医务人员才能正确、规范地操作消毒隔离措施，

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9]。

6 分层次培训和交流平台

分层次培训和交流平台在医院感染管理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分层次培训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培训需求

和水平进行差异化安排和实施，旨在提升整个医院感

染管理团队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同时，提供交流平台

可以促进医务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加强

感染管理工作的合作与协调。

首先，分层次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容忽视。

医务人员在感染管理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存在差异

性，不同岗位的人员也具有各自特定的培训需求。通

过有针对性的分层次培训，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学习

需求，提高培训效果和参与度，从而更好地应对感染

管理的挑战。

7 结论

综上所述，感染管理是建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

同努力和高度责任感基础之上的综合性工作。相信在

各级管理部门、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进

一步提高感染管理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和优质

的医疗服务。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构建健康、安全的

医疗环境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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