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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探讨医院口腔科在医院感染里的危害性、影响因素和对策。方法：采用细菌检验、真菌检验的方法,对贵阳

市三级医疗机构口腔科治疗用水进行随机抽样检查并针对医院做问卷调查。结果：医院口腔科在医院管理的危害性越来越受到医院方面的

高度重视，并总结相应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污染问题、飞沫对空气的污染等，感染途径主要包括吸入性感染等相关

方面的内容，并逐一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措施。结论：针对口腔科而言，要有效分析和探究相关方面的医院感染风险因素，并制定出切

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建立健全系统的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相对应的流程和控制规范来进行操作，针对各项内容进行不断的规范和优化，这样

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有效规避口腔科门诊医院感染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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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实践中，要着重关注医院口腔科在医院感染里的危害
性，并全面细致的分析和探究口腔科在医院感染的各类危险因素和
风险隐患，从而切实制定出与之相对应的应对策略，以此充分规避
相关方面的安全风险，使口腔科在医院感染里的危害性能够有效降
低。基于此次研究选取贵阳市三级医疗机构口腔科治疗用水以及问
卷调查，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探讨医院口腔科在医院感染里的危害
性，影响因素和对策，希望能够为预防医院感染做出一定的贡献。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细菌检验、真菌检验的方法,对贵阳市三级医疗机构口腔科
治疗用水进行随机抽样检查并针对医院做问卷调查。 
1.2 方法 

本文针对研究对象进行检测、调查分析，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
括口腔科治疗用水的污染情况，口腔科治疗台水路的清洗、滤网的
更换频次、口腔科治疗台的使用频次。 
2 结果 

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口腔综合治疗台水
路污染问题、飞沫对空气的污染等，感染途径主要包括吸入性感染
等相关方面的内容。 
3 讨论 
3.1 医院口腔科在医院感染里的危险因素 

3.1.1 综合治疗台水路的污染。通过对贵阳市市区 8 家三级医疗
机构综合治疗台水路进行调查，口腔科治疗用水微生物污染情况是
比较普遍的，特别是综合治疗台水路的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带来一
定的院内感染危害。 

3.1.2 飞沫污染空气。在口腔科的治疗过程中往往会应用水枪、
超声波洁牙机等相关机械，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带有
细菌、病毒和血的飞沫，而此类携带着病原体的血飞沫就会形成一
种气溶胶，弥漫到空气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空气污染，
与此同时造成易感者吸入或接触这种飞沫，极有可能导致局部或者
全身感染。  

3.1.3 医疗器械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消毒和灭菌。因为在实际的口
腔科操作过程中所用的器械大多数都是涡轮机、快、慢速机头等相
关形态并不够规则的特殊性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进一步加
大灭菌消毒的难度，很容易存在消毒灭菌不够彻底的问题，而此类
器械会深入到患者的口腔，与患者的组织和黏膜等接触，由此导致
医院交叉感染。  

3.1.4 针对感染途径而言，主要是吸入性感染，指的是在口腔门
诊的不同诊疗环节会出现不同直径的气溶胶，而这种气溶胶特别容
易被患者吸到肺的内部，从而导致肺部感染，特别是针对抵抗力比
较低下的患者而言，极有可能在微生物聚集的环境中遭到医院感
染。 
3.2 对策  

3.2.1 综合治疗台水路的污染问题对策。针对此类污染问题，用

微酸性次氯酸液处理的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通过采集水样进行调
查分析，该方法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升卫生质量合格率，消毒干预
效果更加明显，可改善口腔综合治疗台水卫生质量,微酸性次氯酸液
处理消毒效果比其他方法更好，值得推广应用。 

3.2.2 做好环境管理和个人防护。要充分确保医院口腔科诊室，
治疗室等，保持空气流通，有适宜的温度湿度，同时针对室内选用
紫外线照射，从根本上有效规避飞沫传播。着重做好医护人员的个
人防范工作，对自身的各类装备要进行切实有效的消毒，确保医护
人员能够遵循相应的无菌操作流程和规范，严格做好手卫生，以及
防护服等的消毒工作。 

3.2.3 针对口腔器械进行严格的消毒和更新。要严格按照相应的
管理规范，针对口腔器械进行清洗、消毒以及灭菌等等，用超声清
洗消毒机做好相关器械的消毒工作，彻底消灭病原体。用高压蒸汽
灭菌，做到“一人一机一高压蒸汽灭菌”。针对使用过的非一次性
口腔器械要严格按照消毒―清洗―灭菌的规范流程有序操作。  

3.2.4 配合医院感染监测和处理工作。针对口腔科的监测内容主
要涉及环境污染、消毒、灭菌效果以及制度执行情况，卫生落实情
况等内容，在具体的监测过程中，要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监测
和管理工作能够实现常规、定期、定点、定项目地逐步推进，从根
本上规避相应的安全隐患。  

3.2.5 从根本上有效加强口腔科医护人员对于医院感染的重视
和认识程度。要针对口腔科相关医护人员进一步加强培训，组织和
学习相关方面的传染法，防治法和管理规范等等，对于院内感染有
更深刻的认知，并在思想观念等方面着重加强安全意识和防范意
识，切实有效地做好医院感染的预防控制工作，从根本上提升其专
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4 结论 

通过上文的探讨，我们能够充分看出，针对医院口腔科而言，
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着重把握相关方面的感染因素，并落实各项管理
制度的内容，使各项因素得到有效预防，严格按照相对应的流程和
控制规范来进行操作，以此有效规避口腔科门诊医院感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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