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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感染科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曾燕琴　李贵敏　徐千淇　刘香玲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重庆　402760）

【摘　要】探究精细化管理在感染科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实际运用效果。采用的方法则是通过某医院所收治的 100 例感染科患
者作为此次探究目标，通过随机法将感染科探究目标分为常规组与研究组，这两组患者分别由 50 例。在此次探究当中，针对常
规组实施常规护理安全管理，研究组则是以这种管理方法为基础不断渗透精细化管理，对这两组之间的护理管理效果进行对比。
最终结果是感染科患者开展精细化管理过程中，通过对于这两组感染者手术之后的用餐、下床活动与住院时间等各方面进行对比，
其中研究组所用到的时间都比常规组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还要对其护理管理。当中所发生的事故概率进
行对比，研究组和常规组的事故发生率分别为 3.22% 和 27.63%。对比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研究组发生事故概率比常规组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这次探究获取的结论是在医院感染科当中开展护理安全管理工作期间，将精细化管理理念融入其中，
能够有效提升相关护理管理质量，并且将这项管理风险事故发生概率降低，有效将患者对护士管理服务满意度提高，所以这项管
理理念值得采纳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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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理念跟常规的管理对比，其最大的区别则是在

于这项管理模式的管理理念和方法都比较明确、清晰和细致，

与此同时，这项管理效果也具备高效率以及可靠性。现阶段这

种精细化管理模式开始大量运用在企业以及工厂生产线等各方

面。在医院行业当中，这个理念也在不断进行普及和广泛运用。

精细化管理在医疗领域当中，不仅包含了对医生、护士管理方

法、病患的管理方法，而是将这项管理的思想、方法等融入到

常规医疗管理当中，这样可以达到对整个医疗领域全过程开展

精细化管理。医院中所收治的感染科患者所患的疾病具有一定

特殊性，经常会伴随手足口病以及艾滋病等病症，这些疾病通

常都具有很高的传染性，因此一定要运用有效且可靠的护理安

全管理方法。而精细化管理是一种可以对管理质量进行改善的

一种管理方法，将其运用到感染科互联群管理中，不仅可以将

护理安全的质量提高，而且还能对感染科安全风险情况进行改

善，其有着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1 临床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对某医院 100 例感染科患者开展此次探究目的，所探究的

这些对象都是在知情的状况下签订相关知情书，并且也通过了

医院一些专家委员批准和审核；探究当中将不配合此次实验的

患者排除。此次探究当中，运用随机法可以把这些患者分为两

组，分别为研究组与常规组，这两组人员分别有 50 名，在这

些探究目标当中，此次探究中运用随机法可以把这些患者分为

两组，分别为研究组与常规组，研究组男性和女性比例分别

为 25:25，其年龄分别在 17~71 岁，均值（45.8±1.2）年；这

些患者当中的疾病类型可以分为毒性肝炎以及结核病各 10 例、

手足口病 5 例、感染性发热 15 例，其他 10 例。常规组男性和

女性比例为20:30，患者年龄在18~72岁，均值在（44.9±1.3）年；

其疾病类型则是结核病 10 例，病毒性肝炎 15 例，感染性发热

5 例，手足口病 15 例，其他 5 例。这两组之间的基本资料进行

对比，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可以对比。

1.2 方法

感染科患者开展护理安全管理时，其中常规组需要有效将

护理安全管理流程落实到位。实际开展这项护理时需要严格将

无菌操作落实到位，提高对感染患者隔离处理工作，避免出现

感染源持续传播现象，确保感染患者和医院工作人员安全。

对研究组感染患者开展护理安全管理过程中，通过精细化

管理模式，将这项方法运用在感染科护理安全管理中，其管理

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医疗资源，

其中包含医生以及医护工作人员、医疗设备和物资等各方面的

精细化管理，其次是对感染科患者所开展的呵护和治疗方面。

常规的护理安全管理方法进行对比，通过运用精细化管理护理

方法可以在管理期间深入精细化管理理念和方法，其中包含患

者的进食时间和内容、护士查房频率，物资调配等各方面要严

格进行统计和管理，而且还要对感染科患者的治疗情况、个体

化原因，家庭背景情况以及护士状况等各方面具体进行统计，

这些都能归纳到精细化管理过程中。第一，建立完善的精细化

护理管理团队。在医院感染科内部要及时建立护理管理队伍，

队伍当中的成员包含护士长、专门负责的护士以及其他有关的

护理管理人员等，通过团队成员共同进行商讨分析，医院工作

人员根据感染人员实际病况和其他影响因素等内容，有规范且

有目标的对其制定护理管理方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提高

对护理人员的管理力度等。第二，不断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行为

准则进行规范。在开展安全护理过程中，针对护士的工作行为

进行严格规范，可以有效确保这项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

护理管理者需要加大对护士工作期间的监督管理力度，对护士

的不规范行为严格进行监督和正确引导，并且督促这些人员及

时进行改善，以免医院出现交叉感染问题。第三，构建更完善

的护理管理制度。在这个阶段中，医院员工先要改善感染科管

理与护理制度，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要对这项内容加强重视

度，提高重视的过程中还要将该科室每项制度落实到所有人员

身上，重点是要对护理人员所进行的日常质量考核标准，端正

员工态度，使其不仅具备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而且还要将感

染科护士能力提高。而且医院为了将护士的护理能力提高要加

大培训，将相关理论与实践知识相互结合。第四，合理实施精

细化护理模式。在不断提高护理人员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情况下，

确保对患者进行精细化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可以结合这些患

者的特点，提高其预防感染知识，并且在对其进行护理时要严

格实施无菌操作，护理期间使用到的锐器。要求结合科室规定

流程，有效对其进行处理，避免尖锐工具出现刺伤等风险事故。

有效将感染科患者健康宣传工作做好，广泛宣传感染疾病知识，

使感染者能够了解在开展护理工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这样可

以更好提高护士和患者之间的配合度，有效确保护理质量的提

升。除此之外，还要加大对患者心理方面的护理力度，改善患

者负面情绪和消极心理，使其能够更健康积极的配合这项工作

开展；同时一定要保证交接班工作的科学合理性，严格对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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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把控，探视期间一定要穿好防护服，以免这些人员受

到感染。第五，开展精细化管理的展望。结合现阶段国内外经

济化管理运用实际情况可以看出，通过运用这种管理方法的患

者，不管是从治愈速度还是对医院方面的满意度，其结果都要

比常规化管理方法效果明显，同样从以上探究当中也可以获得

同样答案，所以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在医疗治愈期间，运用

精细化管理方法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效果，并且还能有效运用

在感染科护理安全管理当中。而将来对这项管理运用过程中，

除了要重视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力度，使医护人员在思想方面

能够养成精细化管理理念以外，还要对医院内部的精细化管

理模式进行优化，构建更加完善精细化管理方案，并且要落

实到位。

1.3 评价标准

针对感染科中的研究组与常规组开展手术之后的用食时间、

住院长短、下床活动这几方面情况进行对比，对比感染人员护

理管理风险事故发生率；因此，专门从某医院所设计的调查问

卷开展这项探究，分析感染者对护理管理服务质量的总满意度。 

　　1.4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此次探究数据开展处理工作，

以 [n（%）] 的形式表示计量资料，用 x2 检验；运用（ −

x ±s）

代表计量资料，以 t检验，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 结果

2.1 对比常规组和研究组患者在相关护理管理临床指标

从以下表格当中可以看出研究组的手术之后的进食时间、

患者下床活动和住院时间都要比常规组短，对这两者之间的数

据进行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表 1 对比常规组与研究组感染者护理管理临床指标（ −

x

±s）

组别 术后进食时间（h） 下床活动时间（h） 住院时间（d）

研究组
（n=50）

6.2±1.2 23.6±3.2 3.0±1.1

常规组
（n=50）

32.5±1.3 53.2±1.3 6.2±1.2

t 值 12.248 11.267 5.253

P 值 <0.05 <0.05 <0.05

2.2 对两组患者护理管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研究组感染者中发生的跌倒坠床有 1 名，输液发生不良反

应有 1 名，这个小组在开展护理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风险事故

率为 3.22%。常规组感染者发生跌倒坠床有 5 名，输液发生不

良反应有 4 名，压疮 4 名，投诉 4 名，发生率为 27.63%。从以

下表格可以看出，研究组感染者护理管理风险事故发生率比常

规组低，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2。

表 2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护理不良事件 发生率

研究组 50 1 1.00

常规组 50 4 7.00

X2 4.688

p 0.030

2.3 对比常规组和研究组患者在护理总满意度

在感染科护理安全管理当中，研究组中满意的有 45 例，

一般满意 3 例，不满意 2 例，总满意度达到 94%。常规组感染

者中满意有 20 例，一般满意 18 例，不满意 12 例，总满意度

74%，从表格中可以看出，研究组感染者护理管理服务总满意

度比常规组高，对比其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如表 3。

表 3 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 −

x ±s）

组别 n 护理满意度评分（分）

研究组 50 96.65±2.23

常规组 50 94.02±1.02

X2 10.324

P 0.000

3 讨论

对于感染科这个科室而言，感染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这

些感染者本身免疫力就会受到严重损害，所以很容易会被其他

病毒所影响，而且患者在感染期间，病情也没有办法得到控制，

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对感染者开展全面护理工作至关

重要。在开展常规护理过程中，则是对其病情开展护理工作，

无法及时跟进患者的实际病状，并且与其进行及时沟通交流，

询问其感受，无法及时了解患者病情时，同样也不能向其普及

传染疾病知识，这些患者自我保护意识就会越来越差。而在进

行精细化管理模式过程中，就是开展更细致的护理工作，这样

医护人员可以从感染者所体现出来的情况开展全面护理，同时

还能对患者的不良情绪、负面心理等进行缓解，这样可以更好

将患者的信任度提高。

传统管理模式当中，感染科护理管理工作的安全意识非常

弱，可是缺少有效护理管理方法的前提下，很容易导致护理管

理风险事故发生概率越来越高，例如造成患者出现跌倒坠床以

及输液不良反应等，这样就会遭受患者和家属的投诉，导致护

患关系出现很多矛盾。但是在实际进行精细化护理管理过程中，

基于感染科护理安全管理情况下，则是对护理管理工作进行精

细化，这样在提高护理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情况下，还能对护理

人员开展全面管理；而且还能通过护士加大对感染患者的管理

力度，有效对医院出现的交叉感染发生情况进行把控，降低护

理管理风险事件发生概率。近几年，我国有专业学者表示，通

过运用精细化护理管理，能够使医院感染科室的护理风险事故

降到 10% 左右，在此次探究当中，针对研究组进行精细化护理

管理，其风险事故发生率在 3.22% ；其满意度为 94%，这个小

组的各项数据明显要比实施常规护理安全管理的小组数据高；

此次探究数据以及表格当中能够了解到，对感染科患者进行精

细化护理管理有着非常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个科室在进行

护理安全管理工作时，能够更好使用精细化管理理念，将护理

管理质量提高的过程中，还能将其中安全风险事故发生率减少，

从而提高感染者的满意度，因此值得大量运用和采纳。

总而言之，在感染科护理安全管理过程中运用精细化管理

理念方法，在提高医疗效率和降低医疗事故发生概率的同时，

还能提高患者满意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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