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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监控管理联合系统护理管理 
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应用效果

靳南囡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感染监控科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目的：探讨感染监控管理联合系统护理管理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9年 6月～ 2020
年 6月我院收治的住院患者 180例作为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管理；选取 2020年 10月～ 2021年 10月我院收治的住院患者
180例作为观察组，接受感染监控管理联合系统护理管理。比较两组医院感染发生情况、两组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
护理质量评分和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共发生皮肤组织感染 2例，呼吸道感染 1例，胃肠道感染 1例，手术切口感染 1例，
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2.78%（5/180）。对照组共发生皮肤组织感染 4例，呼吸道感染 2例，胃肠道感染 3例，手术切口感染 3例，
泌尿系统感染 2例，生殖道感染 1例，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8.33%（15/180）。观察组医院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x2=5.294，
P=0.021＜ 0.05）。观察组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防控知识、防控态度、防控行为评分）、护理质量评分（病房
环境管理、自我监管能力、护理工作效率、工作交接评分）和护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实施感染监
控管理联合系统护理管理可有效降低医院感染发生风险，提高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和护理质量，提升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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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是指在住院期间或在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

染。近年来，广谱抗生素在临床上的应用日益广泛，加之受

侵袭性操作不当等因素影响，医院感染风险随之加大，医院

感染发生率亦呈逐年上升趋势 [1-2]。医院感染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治疗效果、患者免疫能力和医疗质量，甚至危害患者

生命安全 [3-4]。现有研究指出，护理管理不当是引发院内感

染的重要原因，其中 30%～ 50%的院内感染与护理管理相
关。因此，有必要探讨可有效防控医院感染的感染控制措施

和护理管理方案。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不同时期（2019年
6月～ 2020年 6月、2020年 10月～ 2021年 10月）我院收
治的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接受常规护理管理和感染监

控管理联合系统护理管理，旨在探讨感染监控管理联合系统

护理管理在医院感染控制中的应用价值，为医院感染控制提

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6月～ 2020年 6月我院收
治的住院患者 180例作为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选取 2020
年 10月～ 2021年 10月我院收治的住院患者 180例作为观
察组。纳入标准：（1）年龄≥ 18岁；（2）入院前均未发
生感染或存在潜伏感染；（3）无严重脑外伤史，表达能力、
认知功能正常；（4）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呈
昏迷状态者；（2）伴重要脏器严重功能障碍、病情不稳定
或全身状况不佳者；（3）既往有过敏史或精神疾病史者；
（4）拒绝参与研究者。观察组有男 97例，女 83例，年龄
28～ 54岁，平均（37.89±6.94）岁。对照组有男 102例，
女 78例，年龄 30～ 56岁，平均（38.91±5.64）岁。两组
一般患者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两组患者均由同批护理人员开展护理管理，参与护理管理者

共 32名，其中男 2名，女 30名，年龄 25～ 52岁，平均
（35.94±6.78）岁。含护士长 6名，护理部主任 1名，助理
员 5名，护士 20名，大专 10名，本科 18名，研究生及以
上 4名。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常规护理管理，措施有定时巡查病房、

消毒隔离、通过培训提高对抗菌药物知识的认知度、医护人

员间加强交流合作、执行侵入性护理操作时注意预防感染以

及为患者提供用药知识指导等。

1.2.2 观察组   给予感染监控管理联合系统护理管理，步
骤如下：（1）感染监控管理：①成立感染监控管理小组：
组员有各科室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主管护士，落实统一管

理，总结院内感染因素。②实施全方位感染监控管理：重视

消毒、灭菌，严格落实无菌操作，提高护理人员对医院感染

防控的重视程度，在护理工作中自觉参与医院感染监控管理

工作，增强责任心；医院管理者结合医院感染防控的实际情

况构建感染监控管理体系，利于信息化技术构建感染监控检

测系统，实施信息化管理，以提升感染监控管理效率。（2）
系统护理管理：①组建系统护理管理团队：由护士长负责相

关科室护理工作，助理员配合护理管理，护理主任为主要负

责人。②完善管理制度：由团队结合既往经验、查询相关资

料明确院内感染相关风险因素，通过商讨进一步完善感染控

制管理制度，强化消毒控制和手卫生管理，促使各科室相互

督促、互相协助并完善管理细节。③落实并执行规章制度：

在完善规章制度后由护理部主任组织团队工作人员执行新管

理制度，做好消毒控制、手卫生管理、环境卫生监测和管理

效果评估等工作。消毒控制：安排助理员定时监测室内环境，

实施消毒灭菌，2～ 3次 /d；医疗器械使用完毕后立即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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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并擦净，由护士长定期抽检，以了解医院消毒管理效果。

手卫生管理：医护人员必须重视手卫生，保证手部洁净，在

侵入性操作后保持良好的洗手习惯，取适量消毒剂，双手交

叉并反复搓洗。护理部主任定期抽检，在护理人员洗手后采

样，进行细菌培养，掌握其手卫生情况，团队成员应相互监

督，提高手卫生管理水平。环境卫生监测：每周一消毒前后

采集 1次空气样本，以平板暴露法测定细菌数量，依据测定
结果了解消毒管理效果，如效果不理想则由各科室护士长酌

情调整消毒方案。管理效果评估：于每月末组织团队成员评

估护理管理效果，总结优势与不足，记录医院感染发生情况。

1.3 观察指标  （1）医院感染发生情况：依据医院感染
诊断相关标准 [5]并结合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血象检查、

X线片检查、用药史等确诊。（2）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 [6]：

于实施护理管理后参考常红娟等编制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调

查问卷调查护理人员的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包括医院

感染防控知识（含 13个条目）、防控态度（含 8个条目）
和防控行为（含 30个条目）三部分，其中防控知识依据答
题结果“是”“否”分别计 1分和 0分，防控态度及行为评

分采用 5级评分法进行评估，评分越高提示医院感染防控知
信行水平越高。（3）护理质量评分：参考相关评分标准 [7]

对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进行评估，含病房环境管理、自我监

管能力、护理工作效率、工作交接四项，评分范围均为 0～ 10
分，评分越高提示护理质量越佳。（4）护理满意度：采用
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开展护理满意度调查，包括护理

管理态度、护理操作流程、健康知识宣讲、病房管理和消毒

隔离等方面，总分设为 100分，分为非常满意（评分≥ 90分）、
满意（评分 60～ 89分）、不满意（评分≤ 59分）三级，
计算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统计学软件，医院感
染防控知信行水平、护理质量评分等计量资料以（x±s）表示，
予以 t检验，医院感染发生率、护理满意度等计数资料予以
x2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医院感染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医院感染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x2=5.294，P=0.021＜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医院感染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感染部位

发生率
皮肤组织感染 呼吸道感染 胃肠道感染 手术切口感染 泌尿系统感染 生殖道感染

观察组（n=180） 2（1.11） 1（0.56） 1（0.56） 1（0.56） 0（0.00） 0（0.00） 5（2.78）

对照组（n=180） 4（2.22） 2（1.11） 3（1.67） 3（1.67） 2（1.11） 1（0.56） 15（8.33）

x2 5.294

P 0.021

2.2 两组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比较 观察
组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比较（x±s，分）

组别 防控知识 防控态度 防控行为

观察组（n=32） 41.42±4.33 33.24±3.15 90.11±5.42

对照组（n=32） 36.84±5.40 28.64±5.40 85.67±5.22

t 3.743 4.162 3.338

P ＜ 0.001 ＜ 0.001 0.001

2.3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护理人员病房环境
管理、自我监管能力、护理工作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病房环境管理 自我监管能力 护理工作效率 工作交接评分

观察组（n=32） 8.76±0.14 9.13±0.24 8.67±0.74 8.84±0.17

对照组（n=32） 8.24±0.56 8.62±0.55 7.11±1.10 8.66±0.22

t 5.096 4.808 6.656 3.662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2.4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P＜ 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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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n=180） 108（60.00） 62（34.44） 10（5.56） 170（94.44）

对照组（n=180） 72（40.00） 83（46.11） 25（13.89） 155（86.11）

x2 7.121

P 0.008

3 讨论

医院感染发生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1）护理管理人

员认识不足，对防控医院感染重视不够，相关知识培训不足，

部分护理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防控意识相对欠缺。（2）未

能建立完善的医院感染防控管理制度，监控力度不足，部分

医院管理缺失，导致防控工作失序，医源性感染的潜在风险

较大。（3）环境管理与卫生消毒管理水平不高，相关细则

不明确，护理工作存在较多问题和纰漏，隔离防护不到位，

导致院内感染风险增大。（4）在防控医院感染中医护人员

协同配合力度不够 [8]。医院感染控制效果是评估医疗机构医

疗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过强化感染控制管理，能尽可能

减少引发院内感染的相关因素，结合感染监控管理能对院内

感染发生情况开展动态分析，进而有效控制医院感染发生风

险，提升护理管理质量。感染监控管理是医院感染管理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及时了解可能引发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及时反馈医院感染情况，进而通过强化病房管理、严格无菌

操作等措施减少医院感染发生 [9]。系统护理管理是一种全方

位护理管理方式，可通过对护理管理环节进行系统干预，实

施规范、正确的护理程度规避医源性感染产生，进而显著降

低医院感染发生风险 [10]。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医院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护理质量评分和护理满

意度则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实施感染监控管理联合系统护

理管理在医院感染防控中有重要应用价值，能降低医院感染

发生风险，提高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水平和护理质

量，提升护理满意度。分析其原因可能如下：针对医院感染

相关影响因素，实施感染监控管理联合系统护理管理能进一

步强化护理管理工作，完善医院感染防控管理制度，落实相

关人员的管理责任，做好感染监控管理、监督检查和反馈；

通过强化感染防控知识培训、组间感染监控管理小组和系统

护理管理团队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能进一步增强医护人员的

工作责任心，规范护理操作流程，严控护理操作细节，严防

职业暴露，因而能提升医院感染防控效果。

综上所述，实施感染监控管理联合系统护理管理可有效

降低医院感染发生风险，提高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信行

水平和护理质量，提升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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