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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现状及对策

高菊芳

济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山东 济宁 272000

【摘要】  目的 研究分析现阶段医护人员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工作的现状及对策。方法 选取 2020

年 01月—2021年 01月我院未进行院感管理工作时 370名医护人员作为对照组，选取 2021年 02月 -2022
年 02月我院采取院感管理工作后的 370名医护人员作为研究组，比较两组院感的发生率以及发生院感的因

素。结果 结果显示，对照组发生医院感染共 85例次（22.97%，85/370），研究组发生医院感染共 19例次

（5.13%，19/37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发生医院感染均与医务人员缺乏对医院感染的认识、
未按照无菌要求进行操作、一次性医疗用品处理不规范、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规范、医院感染管理制度未落

地。结论 现阶段临床医护人员中发生医院感染有很多种因素，医院感染对于医护人员的危害非常大，所以

需要加强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的医院感染管理工作。

【关键词】  医护人员；医院感染；院感预防

医院感染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感染率为 10% 左右。医院感染是指住院病人在

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

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入院前已

开始或入院时已存在的感染。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

内获得的感染也属医院感染。其发病时间可以为患

者在医院内，也可以为患者出院后［1-2］。医院感染

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前者为患者自身携带的

病菌数量发生改变等原因导致的感染；后者属于交

叉感染，是由于医院内其他人员或医院环境中存在

的病菌侵如人体导致的感染［3-4］。医院感染一方面

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加重患者治疗费用的负担，

同时会导致患者对医院和医护工作者的不信任，加

重医患矛盾；另一方面医院感染会影响患者的预后

情况，尤其对于危重症病人而言，会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命健康。本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医护人员发生医

院感染的因素，从而找到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方

法，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01月—2021年01月

我院未进行院感管理工作时370名医护人员作为对照

组，选取2021年02月—2022年02月我院采取院感管

理工作后的370名医护人员作为研究组。对照组中男

女分别为198名、172名，年龄在23~56岁，平均年

龄为（39.68±1.27）岁，其中临床人员210名、非临

床人员160名。研究组中男女分别为197名、173名，

年龄在22~58岁，平均年龄为（40.19±1.38）岁，

其中临床人员208名、非临床人员162名。将两组的

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发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具有可比性。本次实验经过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批通过。

（1）纳入标准：入选人员对本次已获悉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本次实验；非临床人员主要

包括有清洁工、维修工、志愿者以及护工。（2）排

除标准：中途退出本次实验。

1. 2   方法 所有参考组研究对象均接受常规医

院感染健康教育，包括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

编制印刷医院感染知识相关的宣传册、书籍等，并

向医护人员进行发放，在病区张贴与医院感染相关

的宣传教育海报，以多种途径普及医院感染的相关

知识，以提升其认知度。

实验组研究对象均接受系统性医院感染健康教育，

其内容如下。①合理运用信息化技术开展医院感染

健康教育工作，常见方法可包括QQ、微信、短信、

邮件等，其内容主要包括与医院感染相关的最新信

息，通过该方式确保医护人员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到

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开展进度，以提升自信心，进一

步缓解内心压力；②在开展医院感染教育工作时需

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根据医护工作者工作岗位不

同，在其工作座谈会上实施针对性的培训计划；③

通过建立微信和QQ交流群、热线电话咨询等方式

展开相关咨询工作，当医护人员存在医院感染方面

的问题时，可以通过医院感染办公室专业人员做出

针对性的解答及指导；④加强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疏

导，在医院内开设心理咨询室，为医护人员提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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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心理评估工作，从而根据其评估结果予以恰当

的心理疏导，使之不良心理情绪能够得到良好纠

正，并进一步降低其心理压力；⑤合理安排医护

人员的工作时间。一方面需要确保医护人员排班合

理，降低其疲劳感，另一方面组织丰富多彩的业余

活动，使之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下也能够得到有效的

心理放松；⑥为医护人员组建心理健康档案，针对

其心理状态变化、性格特点等制定出针对性的教育

措施，创新性提升医院感染健康教育的有效性。

1. 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发生医院感染的发生

率及发生因素并进行比较，发生因素主要有缺乏对

医院感染的认识、未按照无菌要求进行操作、一次

性医疗用品处理不规范、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规

范、医院感染管理制度未落实。

1. 4   统计学处理 本次实验的数据采用SPSS26.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计数资料用［n
（%）］表示，用卡方对数据进行检验；计量资料

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用t对数据进行检验。检

验后，若P<0.05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院感发生率比较 结果显示，对照组

发生医院感染共85名（22.97%，85/370），研究组

发生医院感染共19名（5.13%，19/370），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表 1 两组院感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例次感染率

对照组 370 85（22.97）

研究组 370 19（5.13）

χ² 16.527

P 0.026

2. 2   两组院感发生因素 结果显示，两组发生

医院感染均与医务人员缺乏对医院感染的认识、未

按照无菌要求进行操作、一次性医疗用品处理不规

范、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规范、医院感染管理制度

未落实，详见表2。

表 2 两组院感发生因素比较［n（%）］

因素 对照组 研究组 χ² P

缺乏对医院感染的认识 16（4.32） 2（0.54） 11.329 0.038

未按照无菌要求进行操作 18（4.86） 6（1.62） 12.264 0.016

一次性医疗用品处理不规范 21（5.68） 2（0.54） 8.540 0.034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规范 20（5.41） 4（1.08） 6.382 0.024

医院感染管理制度未落实 10（2.70） 5（1.35） 9.357 0.019

3  讨  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逐步加快，人们

在工作中也会面对多种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心理状

态处于亚健康水平［5］。其中医务人员因其工作具有

风险性高、技术难度深、劳动强度大等特点而备受

关注，并被普遍认为是具有高压力的一种职业［6］。

特别是医护人员在与患者接触的过程中存在着职业

暴露风险，因此也对其内心带来更大的压力，同时，

医护人员在工作开展中，由于常常处在复杂多变的

应激环境中，其会受到服务时间、服务效果等诸多

影响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这对医护人员工作质量

同样会带来不利影响［7-8］。针对于此，需要在医护

人员开展日常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医院感染教育

工作，从而提升其认知度，另配合丰富多彩的休闲

生活，使之心理压力能够得到进一步改善。然而在

常规医院感染教育工作开展中，由于采取的教育方

式、教育方法内容比较固定，没有结合医护人员工

作性质特点展开针对性的教育工作，因此效果并不

理想［9-10］。

临床将患者住院前无感染，且处于非传染病潜

伏期，在入院后出现获得性感染，或医护人员被患

者感染等现象称为医院感染［11］。相关资料报道指

出，我国医院感染问题并不罕见，且随着广谱性抗

生素在临床中的逐步应用，医院感染率也呈现出逐

年递增的趋势发展，因此现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

问题［12］。有研究资料显示，医疗职业工作压力往往

会从多个不同方面产生，其中最大的压力源便是医

院感染，具体做出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医护人

员需要为传染性疾病患者进行治疗和护理，由于其

分泌物、血液等均具有较强的感染性，在此职业暴

露高危环境中，会导致医护人员内心压力倍增［13］。

其次，由于医护人员职业的特殊性，其在医院开展

日常工作时，所服务的对象为患者，受到服务时间、

服务对象、服务效果的影响，医护人员往往会处在

复杂多变的应激环境，这对其心理健康同样会带来

不利。面对以上现状，需要加强对医护人员开展医

院感染教育工作，使之应对能力、心理压力得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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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改善，进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14］。但是在常规

方法下，其内容过于固定，且缺乏创新性以及针对

性，因此存在诸多不足。

本研究从多个方面开展医院感染管理培训活动。

（1）对医护人员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院内定期进

行医院感染知识的科普和分享活动，采用上台讲解、

制作 ppt、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进行，并制定奖励

机制，调动抑郁工作者主动学习医院感染知识的热

情［15-16］。（2）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医护人员

的岗位职责开展培训教育活动，将理论培训与实操

培训结合起来。进行实操培训时需注重区分医护工

作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提供针对性的医院感

染防治知识的培训，提高不同岗位医护工作者的专业

技能。实操培训时要对重要操作进行分解，并逐步讲

解，确保医护工作者对专业操作的理解［17］。（3）开

展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培训：关注并学习医院感染

研究的新进展，掌握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并最新研

究与同事分享交流，讨论其科学性和实用性，以便

在临床时间中提供优质的服务。（4）定期对医护工

作者的知识和技能进行考核：通过定期考核，了解

医护人员的医院感染专业能力，并根据考核结果进

行指导和培训，防止医护工作者出现工作懈怠的现

象，提升医护工作者抗医院感染风险的水平［18］。

综合上述，在临床上要加强对于医护人员医院

感染相关知识的内容培训，并且在日常工作中要严

格按照无菌操作要求进行，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

度，避免医护人员发生医院感染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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