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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皮肤病通常并不致命，但却会对患者的躯体及心理

健康造成深远的不良影响，且波及生活各个领域——从上学、

人际关系、择业，到社交活动、性生活及休闲娱乐。除了患

者本人，患者的照料者及家庭成员也常常深受其害。慢性皮

肤病患者常存在应激、焦虑、愤怒、抑郁、社交隔离、低自

尊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诱发或加重原发性皮肤疾

病，形成恶性循环 [1]。皮肤病的发病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如环境、工作、心理等 [2]。皮肤病传染性极强，因此临床中

除了重视对皮肤病的治疗外，对皮肤的预防也较为重要。患

者院内继发感染是皮肤病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对患者造成

较大的疾病和经济负担。因此，如何预防皮肤科患者在院内

发生继发感染是目前预防皮肤病传播的必要手段，也是临床

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资料

选取 2019—2021 年于本院就诊的皮肤科门诊患者共计

5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25 例）和对照组（25 例）。观察

组患者平均年龄（45.25±5.78）岁，男性患者 12 例，女性患

者 13 例。观察组中细菌感染导致的皮肤病共 11 例，真菌感

染导致的皮肤病共 7 例，病毒感染导致的皮肤病共 7 例。对

照组患者平均年龄（44.89±5.31）岁，男性患者 13 例，女性

患者 12 例。对照组中细菌感染导致的皮肤病共 12 例，真菌

感染导致的皮肤病共 6 例，病毒感染导致的皮肤病共 7 例。

两组患者所有基线信息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院内伦理委员会审核。纳入标准包括：

①患者经查体及病原学诊断确诊为皮肤病；②患者知情且同

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包括：①患者依从性较差；②患者

有精神系统疾病或其他重度系统性疾病。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管理干预，包括：入院后常规注意事项宣

教、医护人员及医疗器械常规消毒。观察组给予医院感染的预

防及管理干预，具体方案如下：①在皮肤科门诊楼层设立继发

感染预防标语及短视频，短视频以卡通形象简明的讲述院内继

发感染的风险、危害，并详细介绍预防方法，例如在皮肤科门

诊减少或避免接触扶手、墙壁等易黏附病原菌的危险因素，如

接触后需在就诊后立即到卫生间对手部进行清洗消毒。②规范

及完善院内感染预防管理制度，优化感染区域消毒计划，提高

感染区域消毒强度，规避消毒死角。尤其重视对常用医疗器械

的消毒，禁止出现医疗器械未经消毒反复使用。③加强对医护

人员的感染预防培训力度，强调手部清洁的重要性。对医护人

员的无菌化操作进行加强培训，并设立感染预防考核制度，提

高医护人员院内继发感染预防能力。

1.3 判别标准

本研究采用 3 项标准评估疗效，分别为：院内继发感

染发生率、医疗器械及医护人员手部病原学检查结果、患者

对感染预防的满意度。院内继发感染发生率由护士进行收集

并记录，感染发生率 =（感染患者数 / 总患者数）×100%。

医疗器械及医护人员手部病原学检查结果合格率判断标准如

下：医疗器械表面菌落数＜ 10cfu/cm2 判定为合格，合格率

=（合格数 / 总器械数）×100%；医护人员手部表面菌落数

＜ 5cfu/cm2 判定为合格，合格率 =（合格数 / 总医护人员数）

×100%。患者对感染预防的满意度通过院内自制量表进行评

估，包含服务态度（30 分）、服务质量（30 分）、管理水平

（20 分）三项，共计 100 分，总分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

1.4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和统计，两组

患者数据比较采用 t 检验或卡方检验；P ＜ 0.05 表示组间差

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院内继发感染发生率比较

在比较院内继发感染发生率的结果中，观察组患者感染

发生率更低（P ＜ 0.05），详情见表 1 中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院内继发感染发生率比较

组别 患者数（例） 继发感染例数 总发生率

观察组 25 1 4.00%

对照组 25 4 16.00%

t/x2 4.815

P ＜ 0.05

2.2 两组医疗器械及医护人员手部病原学检查结果比较

在比较医疗器械及医护人员手部病原学检查结果中，观

察组医护人员病原学检查合格率更高（P ＜ 0.05），详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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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所示。

表 2  两组医疗器械及医护人员手部病原学检查结果比较

组别 患者数（例） 医疗器械合格率 医护人员手部合格率

观察组 25 96.00% 100.00%

对照组 25 84.00% 80.00%

t/x2 3.513 3.482

P ＜ 0.05 ＜ 0.05

2.3 两组患者对感染预防的满意度比较

在比较患者对感染预防的满意度的结果中，观察组患者

满意度更高（P ＜ 0.05），详情见表 3 中所示。

表 3  两组患者对感染预防的满意度比较

组别 患者数（例） 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 25 94.31±3.58

对照组 25 79.39±5.89

t/x2 4.319

P ＜ 0.05

3. 讨论

皮肤病自身的症状，如瘙痒、疼痛等，无疑会增加患者

的精神痛苦。慢性皮肤病对患者造成的影响远非皮损那样简

单；伴随而来的神经精神问题可以从抑郁焦虑，到家庭应激

及文化身份感受损。特应性皮炎、痤疮、脱发、银屑病、白

癜风等均可能对患者的躯体及精神健康造成沉重影响，影响

其社会功能及自我实现，甚至累及家人。院内皮肤病继发感

染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已获得广泛的重视。有学者

指出，各医院对皮肤科感染预防管理的优化是解决院内皮肤

病继发感染的重要手段之一 [3-5]。在本研究中，分析比较了不

同管理模式下患者院内继发感染发生率、医疗器械及医护人

员手部病原学检查结果及患者对感染预防的满意度，旨在探

究医院感染的预防及管理干预模式的临床应用价值。

在本研究中，对观察组患者给予医院感染的预防及管理

干预模式，通过自主预防意识及方法宣教、完善管理制度及

流程、加强医护人员预防能力的培养三个方面全面提高医护

人员及患者对皮肤病院内继发感染的预防。既往研究表明：

强化皮肤科感染预防管理制度可有效降低患者发生交叉感染

和院内继发感染的风险，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在本研

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

观察组患者感染发生率更低（P ＜ 0.05），观察组医护人员

病原学检查合格率更高（P ＜ 0.05），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更高（P

＜ 0.05）。上述结果提示，医院感染的预防及管理干预模式

不仅可降低患者皮肤病疾病发感染的风险，还可提高患者临

床满意度。

综上所述，医院感染的预防及管理干预模式对预防院内

继发感染及提高患者满意度有积极作用，推荐在临床中广泛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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