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医学研究 ·论著· 

 ·23·

研究护理管理在医院感染控制方面的效果分析 

王迎春  王  晶 

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844000 

【摘  要】目的：医院开展感染控制中运用护理管理的相关内容及运用成效。方法：我院收治的 84 例患者为观察对象，结合实施护理管理时间划分组别，

其中 2021 年 6 月-2021 年 12 月的 42 例患者为参照组，均予以常规管理；2022 年 1 月-2022 年 6 月的 42 例患者为实验组，均予以护理管理。以感染发生率、临

床指标及满意度等指标展开分析。结果：医院感染发生率测定以实验组数据 4.76%略低于参照组数据 19.05%，P＜0.05；护理质量评分、手卫生质量评分、器械卫

生质量评分值、满意度统计值以实验组略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临床工作中运用护理管理的效果确切，既可以避免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还能提高患者的

满意度，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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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evant content and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management in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Method: 84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observed and divided into groups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management time. Among them, 42 patients from June 2021 to 

December 2021 we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 all of whom received routine manage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sisted of 42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22 to June 2022, all of whom received nursing management. Analyze based on indicators such as infection incidence, clinical indicators, and satisfaction. 

Result: The incidence rate of hospital infection was measured as 4.76%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lightly lower than 19.05%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hand hygiene quality score, instrument hygiene quality score, and satisfaction statistics were slightly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management in clinical work has a definite effect, which can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hospital infection events and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It is worth learn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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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受影响因素诸多，如：侵入性操作、无菌操作

不严格、免疫缺陷、抗生素滥用等，就是指医院中发生的感染或者是院

内获得及出院后出现的感染，此事件会明显提高患者其他合并症的诱发

风险，加之患者受自身病情影响，机体抵抗能力较低，容易发生感染状

况，对其健康安全产生较大影响[1-3]。医院感染事件的出现，不仅浪费医

疗资源，还会增加患者的机体痛苦，与此同时对医疗整体质量也有较大

影响，引发医疗纠纷状况的出现。随医学技术及医疗理念的转变，医院

感染管理也成为护理管理的重要内容，所以加强医院感染事件的预防及

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此背景下，抽选 84 例入院治疗患者，探究医院

开展感染控制运用护理管理的相关内容以及运用成效，现阐述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以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收治的 42 例患者予以常规护理，设定

为参照组，其中男性计有 22 例，占比分配为 52.38%（22/42），女性计有

20 例，占比分配为 47.62%（20/42），年龄经统计介于 21 岁-68 岁，均值

计算为（44.51±4.65）岁；以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收治的 42 例患

者予以护理管理，设定为实验组，其中男性计有 23 例，占比分配为 54.76%

（23/42），女性计有 19 例，占比分配为 45.24%（19/42），年龄经统计介

于 22 岁-69 岁，均值计算为（45.52±4.73）岁。组间经统计学分析患者

的性别、年龄均无差异性，P＞0.05，可用于研究。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管理，针对医生的医嘱，工作人员需予以较高的重视

程度，并观测患者的临床反应以及身体状况。 

实验组：护理管理，内容有：（1）制度完善。完善医院中的消毒管

理制度、探视制度等，医院工作中所用医疗物品，需要严格依据相关规

定中的隔离制度开展，避免出现交叉感染，并且医疗实施中针对无菌原

则护理人员需要全程遵循，从根本消除感染事件的隐患；与此同时，需

严格落实探视制度，把控探视人数、时间，降低交叉感染事件的出现。（2）

手卫生宣教。定期对相关护理人员展开卫生管理知识培训以及考核，着

重强调卫生管理展开的重要性，使相关护理人员可充分掌握相关内容，

并依据相关卫生原则进行工作，如勤洗手以及勤通风等，严格督促相关

卫生措施的落实。（3）加强培训。对护理工作人员安排不定期学习活动

及培训活动，主要以讲座方式开展，围绕内容包括常见感染性疾病、预

防对策、应急事件护理方案以及查房注意事项，除此之外，对科室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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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工作量，领导人员需及时检查，将调整排班制度，确保工作人员的

休息时间，避免劳累过度致使工作效率较低。（4）监督机制。由护士长

负责构建监督团队，主要职责为不定期检查科室工作，掌握病房中的消

毒杀菌状况，了解医疗器械的具体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后及时解决。 

1.3 判定指标 

1.3.1 统计组别间患者的医院感染事件发生概率。 

1.3.2 以自拟量表评估感染监测相关指标状况，涉及护理质量、手卫

生质量、器械卫生质量等内容，评分值介于 0-100 分，分值越高证明其

管理运营的效果越佳。 

1.3.3 结合护理管理内容、效果、监测状况等展开满意度评价，阈值

介于 0-100 分，测定分值越高证明感染控制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 

计数资料整理后，用（%）表示，检验时用卡方完成；计量资料整理

后，用（ sx  ）表示，检验时用 T 完成。全部指标均予 SPSS27.0 展开

分析，且 P＜0.05 显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感染发生率 

和参照组测定数据相比，感染发生率在实验组抽取患者中更低，P＜

0.05，详见表 1。 

表 1  感染发生率对比（%） 

组别 医院感染发生例数 发生率 

参照组（n=42） 8 19.05 

实验组（n=42） 2 4.76 

 2x  4.09 

P 0.04 

2.2 临床指标 

和参照组测定数据相比，护理质量评分、手卫生质量评分、器械卫

生质量评分在实验组抽取患者水平更高，P＜0.05，详见表 2。 

表 2  临床指标对比（ sx  ，分） 

组别 护理质量 手卫生质量 器械卫生质量

参照组（n=42） 77.64±7.12 78.59±6.93 78.46±6.32 

实验组（n=42） 89.14±2.55 90.07±2.15 90.11±2.63 

T 9.86 10.25 11.03 

P 0.00 0.00 0.00 

2.3 满意度 

和参照组测定数据相比，满意度评分在实验组抽取患者水平更高，P

＜0.05，详见表 3。 

表 3  满意度对比（ sx  ，分） 

组别 n 满意度 

参照组 42 78.59±6.93 

实验组 42 90.07±2.15 

T  10.25 

P  0.00 

3 讨论 

医院感染作为较常见现象，其表现症状贯穿于诊疗的全过程，具有

较多诱发因素，其涉及面相对较广，医院感染事件对患者治疗效果产生

较大影响，因此需通过有效且科学的管理体系来控制感染现象的出现，

而实施医院感染控制中应用护理管理作用显著，需相关工作人员予以高

度重视[4-5]。 

此次结果显示：予以常规管理及护理管理后，组别间医院感染事件

以参照组发生率略高，P＜0.05；临床指标以实验组护理质量、手卫生质

量、器械卫生质量等评分值更高，P＜0.05；满意度以实验组居更高水平，

P＜0.05，证明护理管理的运用临床效果较为显著，可以降低感染事件的

发生概率，确保护理实施整体质量。分析原因：护理管理措施开展是基

于常规指导进行，此过程予以护理人员较高重视程度，通过不断完善相

关制度来实施护理操作，确保相关医疗物品的正确使用，与此同时针对

护理人员展开培训及学习，使其掌握全面的预防及干预知识，有效提高

整体专业水平；通过排班制度的合理调整，使护理人员有充足休息时间，

确保工作开展效率。除此之外，监督小组的建立可以对各科室状况有充

分了解，定期展开检查，并寻找相关安全隐患，以此制定解决方案，从

根本防止感染事件的发生。 

总之，护理管理运用于医院感染控制具有较显著的效果，主要表现

为可预防医院感染的出现，且确保护理实施的整体质量，使患者对其有

较高的满意程度，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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