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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新生儿病房院感防控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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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精细化管理在新生儿病房院感防控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将我院新生儿病房收治的患儿 120 例作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试验组采用精细化管理模式，对照组进行常规预防感染管理，比较两组新生儿
感染情况和护理满意度。结果：两组比较新生儿感染发生率和家属满意度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05）。结论：精细化管理在新
生儿病房院感防控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不仅能够降低新生儿院感发生率，还能提高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精细化管理；新生儿病房；院感；护理满意度

新生儿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自身免疫器官发育不完全，

极易发生新生儿院内感染 [1]。新生儿护理是降低院感发生率的

主要方法，精细化管理模式主要通过严格的病房管理、设备消

毒以及减少人员流动等方式抑制病原体侵入，从而达到降低院

感的目的 [2]。鉴于此研究重点探讨精细化管理在新生儿病房院

感防控护理中的应用价值，以期为新生儿院感防治提供更多循

证支持。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新生儿病房收治的 12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各 60 例。对照组中男 36 例，女 24 例；胎龄年龄 36-41

（37.87±6.45）周；体重为 2.2-4.0（3.11±0.67）kg。对照

组中男 33 例、女 27 例；胎龄 35-41（37.01±0.85）周；体重

为 2.0-3.9（3.06±0.83）kg。两组新生儿性别、胎龄和体重

等一般资料均无明显差异（P＞ 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院感管理：对新生儿家属进行集中宣教，

讲解可能发生感染情况，不要频繁的接触新生儿病房，减少病

原菌带入，病房医护人员也应严格消毒，严密监测患儿情况。

对照组采取精细化管理 [3]：①建立完善的新生儿病房管理

规范：包括新生儿营养管理、疾病护理管理、新生儿沐浴操作

规范，高危患儿呼吸道管理，病房隔离进入、操作、消毒和保

洁等相关规范。②护理人员培训：在进入新生儿病房前均需进

行专业培训，护理人员必须了解新生儿院感防治措施和基本行

为规范，成立专业的护理团队，定期考核新生儿护理相关操作

和院感防治基础理论。③病房设备管理：新生儿病房所用设施

设备必须每天全面消毒，消毒后需进行病原菌采集检测，达标

后方可使用。需重复使用的配奶容器和操作器械，需经过高压

蒸汽灭菌操作，存放过程也应保持洁净、干燥，防止病原菌滋生。

新生儿所用奶瓶需严格消毒，不可混用，避免较差感染。④家

属健康宣教：新生儿出现异常时患儿家属多表现出焦虑不安情

绪，经常拥挤于病房门口或大量人群涌入，这样可能增加院内

感染的风险，此时需要对家属进行健康宣教，减少家属探访时

间，并进行心理教育，消除家属的恐慌情绪。

1.3　观察指标

①评价两组新生儿腹胀、鹅口疮和肺炎等院内感染发生率。

②评价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满意度 =非常满意率 +满意率。

1.4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x ±S）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新生

儿院感发生率和家属护理满意度均采用 χ2 检验进行分析， P

＜ 0.05 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新生儿腹胀、鹅口疮和肺炎等感染发生率

试验组新生儿腹胀、鹅口疮和肺炎的总感染发生率为

8.33%，对照组为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 1 两组新生儿腹胀、鹅口疮和肺炎等感染发生率（%）

组别 腹胀 鹅口疮 肺炎 总感染率
试验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3
7

2
4

0
1

8.33%
20%
5.177
0.023

2.2　比较两组新生儿家属护理满意度

试验组新生儿家属护理满意度为 96.67%，对照组为 8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新生儿家属护理满意度（%）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47
35

11
13

2
12

96.67%
80%
7.447
0.006

3　讨论

新生儿免疫能力低下，再加上医院病原菌较为复杂，极易

发生院内感染，因此大多数医院都设置有新生儿病房，主要用

于新生儿早期监护和疾病治疗 [4]。新生儿院感主要与分娩过程、

周围环境和频发的家属探视等有关，因此无菌操作、严格的消

毒制度和减少侵入性操作等对预防院内感染至关重要。在院内

感染研究中，新生儿感染发生率仍然较高，尤其是对于高危患

儿，院内获得性感染发生率将进一步增加，甚至导致患儿死亡
[5]。目前传统的预防感染护理效率较低，缺乏预见性，不能针

对性的排除可能引起新生儿感染危险因素，因此需要更佳高效

的精细化管理模式，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通过本研究发现，试验组新生儿院内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P ＜ 0.05），提示采取精细化管理模式能够降低新生

儿院内感染发生率，通过对病房进行全方位消毒能够较少空气

中的致病菌，杀灭新生儿病房中的仪器设备携带的致病菌。同

时对护理人员进行院内感染专业培训能够加强手卫生意识，积

极预防可能出现的感染风险。通过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新生儿

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明显提高，这可能与精细化管理中对患儿家

属进行心理疏导和积极的抗感染治疗和预防有关，通过良好的

护理管理，能够降低新生儿院内感染发生率，这样也能从根源

上消除家属的恐慌情绪，并最终提高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精细化管理在新生儿病房院感防控护理中的应

用效果显著，不仅能够降低新生儿院感发生率，还能提高家属

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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