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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管理在医院感染管理中应用效果分析细节护理管理在医院感染管理中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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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细节护理管理用于医院感染管理的价值。方法：2022年 1月 -8月本院未开展细节护理管理工作期

间接诊的病人 100名为对照组，2022年 9月 -2023年 6月本院开展细节护理管理工作期间接诊的病人 100名为试验组。对

比医院感染发生率等指标。结果：关于医院感染：试验组发生率低至 2.0%，而对照组数据就护理质量这项指标上分析，试

验组数据达到了（98.54±0.91）分，而对照组数据则仅有（90.36±2.58）分，相比较下，试验组护理质量更高（P＜ 0.05）。

满意度；试验组数据达到了 98.0%，而对照组数据则只有 84.0%，相比较下，试验组满意度更高（P＜ 0.05）。护理纠纷：

试验组发生率低至 0.0%，而对照组数据则达到了 5.0%，相比较下，试验组发生率更低（P＜ 0.05）。结论：医院感染管理

用细节护理管理，病人的满意度更高，医院感染发生率更低，护理质量改善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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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Detailed Nursing in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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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detailed nursing management for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Methods: 100 patients 

received during the detailed nursing management work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August 2022 wer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100 patients received during the detailed nursing management work of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2 to June 2023 we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osocomial infection incidence rate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Regarding nosocomial 

infection: the incide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s low as 2.0%, and the data of the control group reached (98.54 ± 0.91),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90.36 ± 2.58). By comparison,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0.05). 

Satisfaction; 98.0% versus 84.0%,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Nursing disputes: the incidence of the test group was 

as low as 0.0%, while the data of the control group reached 5.0%, compar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P<0.05). Conclusion: Applying detailed nursing in hospital infection management can make higher patients satisfaction, lower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and more obvious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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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肩负着对病人进行诊疗与管理等重任，且其同时

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门，具有疾病种类多、病原体多、

人流量大与诊疗操作复杂等特点，若病人在诊疗期间不能

得到精心的护理，将极易出现医院感染这种问题，进而对

其诊疗效果造成了影响 [1,2]。为此，医院有必要加强对病

人进行管理的力度。本文选取 200名病人（2022年 1月

-2023年 6月），着重分析细节护理管理用于医院感染管理

的价值，如下。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22年 1月 -8月本院未开展细节护理管理工作期间

接诊的病人 100名，设置为对照组，女性 48人，男性 52

人，年纪范围 18-78岁，均值达到（46.59±10.31）岁；体

重范围 37-84kg，均值达到（58.65±8.41）kg。2022 年 9

月 -2023年 6月本院开展细节护理管理工作期间接诊的病

人 100名，设置为试验组，女性 47人，男性 53人，年纪

范围 18-79岁，均值达到（46.74±10.68）岁；体重范围 37-

85kg，均值达到（58.74±8.03）kg。纳入标准：（1）病人

对研究知情；（2）病人无精神和心理疾病；（3）病人非

过敏体质；（4）病人资料齐全；（5）病人认知正常。排

除标准 [3]：（1）癌症晚期；（2）沟通障碍；（3）中途退

出研究；（4）心理疾病；（5）认知障碍；（6）意识不清；

（7）全身感染。2组年纪等相比，P＞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本院自 2022年 9月开始在完善常规护理管理措施的基

础之上加用了细节护理管理，详细如下：（1）定期组织护

士进行专科知识与技能的培训，鼓励护士参加院内开设的

各种培训课程，如：院感防控、法律法规、护患沟通技巧

与风险防范等，以提高护士的职业素养与综合能力。每个

季度组织护士进行 1次考核，同时将考核结果与晋升和绩

效等挂钩，以激发护士工作的热情。（2）营造舒适且安全

的就诊环境，强化空气消毒力度，需用空气消毒机充分消

毒病房，每日至少 1次。用含氯消毒液对物品和地面进行

打扫，每日 3次。室内需按时开窗通风，30min/次，每日

3-4次。（3）对于使用过的医疗器械，需按照相关标准与

流程，对其进行彻底的清洗与消毒，尤其是心电监护仪导

联线等，由于易被呕吐物、血液和痰液等污染，故，因强

化对其进行消毒的力度。每日对氧气湿化瓶进行 1次更换，

并将无菌用水当作是湿化液。（4）确保病人床单位的整洁

与干燥，若床被单被污染，需立即更换。注意观察病人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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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更换敷料，避免感染。操作过程中，护士需严格执行

无菌原则。病人离院后，需仔细消毒其床单元。（5）强化

对易感群体进行管理的力度，护士需充分掌握抗菌药的基

本信息，包括用药原则、适应症与配伍禁忌等。对于使用

抗菌药者，需注意观察其用药情况，做好细菌培养工作，

同时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其抗菌药的用药方案，

以免出现细菌耐药等问题。（6）用简洁的语言，也可配以

相关的文字和图片，为病人普及医院感染的知识，同时告

诉病人医院感染的相关防治措施，让病人能够做好心理准

备。耐心为病人解答疑惑，让病人能够安心治疗。（7）尊

重病人，耐心对待病人。主动和病人谈话，引导病人倾诉。

为病人播放喜欢的音乐，让病人能够放松身心。

1.3评价指标

1.3.1 统计 2组医院感染发生者例数。

1.3.2 评估 2组护理质量：涵盖了操作水平、环境管理

与基础护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总分 100。

1.3.3 满意度调查工具选择本院自制《满意度问卷》：

有不满意（0-75分）、一般（76-9分），及满意（91-100分）

这三个等级。计算满意度参照：（一般 +满意）/n*100%。

1.3.4 记录 2组护理纠纷发生者情况。

1.4统计学分析

SPSS 23.0的作用：处理数据。t作用：检验计量资料，

也就是（ sx ± ）。χ2作用：检验计数资料，也就是 [n（%）]。
而 P＜ 0.05的含义是：差异显著。

2 2 结果结果

2.1医院感染发生率分析

经统计，可知：关于医院感染发生者，试验组只有 2人，

占比是 2.0%；而对照组则有 14人，占比是 14.0%。相比较

下，试验组发生率更低（X
2
=7.0682，P＜ 0.05）。

2.2护理质量分析

经评估，可知：从护理质量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

组数据达到了（98.54±0.91）分，而对照组数据则仅有

（90.36±2.58）分。相比较下，试验组护理质量更高（t=5.9315，

P＜ 0.05）。

2.3满意度分析

经调查，可知：从满意度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数

据达到了 98.0%，而对照组数据则只有 84.0%。相比较下，

试验组满意度更高（P＜ 0.05）。如表 1。

表 1 满意度数据罗列表 [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100 2（2.0） 21（21.0） 77（77.0） 98.0
对照组 100 16（16.0） 34（34.0） 50（50.0） 84.0
X 2 7.2964
P 0.0271

2.4护理纠纷发生率分析

经统计，可知：关于护理纠纷发生者，试验组 0人，

而对照组则有 5人，占比是 5.0%。相比较下，试验组发生

率更低（X
2
=6.9045，P＜ 0.05）。

3 3 讨论讨论

病人在诊疗的过程中，易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侵

入性操作、环境、抗菌药物使用与疾病折磨等，使得其更

易出现医院感染这种问题 [4,5]，而医院感染的发生除了会加

重病人的病情之外，还会增加病人的治疗难度，给病人造

成更大的痛苦，使得病人身心健康大受影响 [6]。故，医院

需加强对病人进行医院感染防控的力度，以在最大限度上

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确保病人诊疗期间的人身安全。常

规护理管理乃比较传统的一种管理手段，只能从最基础的

层面出发，对病人进行管理，使得病人的护理质量得不到

有效的提升，进而对其诊疗效果及安全性造成了影响 [7,8]。

细节护理管理乃新型的管理模式之一，涵盖了 “以人为本 ”

这种理念，可将病人的实际需求当作是基础，同时结合医

院感染的防控标准，从环境管理、器械管理、抗菌治疗管理、

认知干预、护士培训、易感群体管理与心理疏导等多个方

面出发，对病人施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护理，以在最大限

度上减少病人发生医院感染的几率，确保病人人身安全，

让病人能够以一种较好的状态接受治疗，从而有助于提升

其疗效 [9]。常规护理管理期间，对病人辅以细节护理管理，

可让病人得到有效的保护，并能从多个层面出发，减少病

人发生医院感染等不良事件的几率 [10]。

毛永英的研究 [11]中，对96名病人进行了常规护理管理，

并对其中 48名病人加用了细节护理管理，结果显示：联

合组医院感染发生率低至 4.3%（2/48），比常规组 18.8%

（9/48）低；联合组满意度达到了 100.0%（48/48），比常

规组 81.3%（39/48）高；联合组护理质量达到了（97.0±2.3）

分，比常规组（85.8±5.7）分高。表明，细节护理管理对降

低病人医院感染发生率、提升病人满意度和改善护理质量

等都具有显著作用。通过开展细节护理管理工作，可在最

大限度上提升病人的护理质量，同时也能有效预防医院感

染的发生，从而有助于提升病人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本研

究，经统计，可知：从医院感染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

发生率比对照组低（P＜ 0.05）；经调查，可知：从满意

度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高（P＜ 0.05）；

经评估，可知：从护理质量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数据

比对照组高（P＜ 0.05），这和毛永英的研究结果相似。

经统计，可知：从护理纠纷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发生

率比对照组低（P＜ 0.05）。细节护理管理后，病人极少

出现医院感染这种问题，且其满意度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护理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其次，病人未出现护理纠纷 [12]。

故，医院可将细节护理管理当作是病人的一种首选管理方

式。

综上，医院感染管理用细节护理管理，病人的医院感

染发生率更低，满意度更高，护理质量改善更加明显，无

护理纠纷等问题发生，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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