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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规范性职业风险管理在感染科护理人员中的
开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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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规范性职业风险管理在感染科护理人员中的开展价值。方法：选取我院 2018年 1月之前
我院在编 35名护理人员为对照组，选取 2018年 1月之后我院在编 35名护理人员为观察组。对照组护理人员接受
职业管理，观察组接受规范性职业风险管理，对比两组护理人员疾病感染、职业风险管理满意度、医疗纠纷、不

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对照组疾病护理人员疾病感染率为 20.00%，观察组为 2.86%；对照组职业风险管理满意
度为 60.00%，观察组为 94.29%；对照组医疗纠纷发生率为 34.29%，观察组为 2.86%；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2.86%，观察组为 0.00%。以上几组数据对比均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在感染科护理人员中开展规
范性职业风险管理最大程度降低了护理人员感染疾病的概率，职业风险满意度更高，保证了护理人员的安全，具有

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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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科的疾病种类较多，具有很强的地区性特点与

季节性等特点，有一定的治疗与护理难度。护理人员在

具体的工作中可能接触到患者体液、排泄物或者是其他

带有病菌的物品，或多或少都会对护理人员的健康产生

威胁，甚至还会造成较大的精神负担，加大了护理风险

发生概率 [1]。为了探讨规范性职业风险管理在感染科护

理人员中的开展价值，本次研究选取 70 例护理人员为

本次研究对象，对比了常规护理与规范性职业风险管理

的开展价值，现将具体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8 年 1 月为临界点，在此之前医院在编的 35

名护理人员为对照组，在此之后医院在编的 35 名护理

人员为观察组。其中，对照组中年龄最小护理人员 22 岁，

年龄最大护理人员 30 岁，平均年龄（25.84±3.47）岁；

在职时间 1~5 年，平均在职时间（3.24±1.31）年。观

察组中年龄最小护理人员 21 岁，年龄最大护理人员 31

岁，平均年龄（26.53±2.76）岁；在职时间 1~6 年，平

均在职时间（3.53±1.85）年。经统计，两组护理人员年龄、

在职时间等资料差异不大，P ＞ 0.05，具有比较意义。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风险管理干预：以护士长为责

任领导，主要负责协调并非、护理部管理工作，监督责

任护士护理行为，严格要求其按照无菌操作开展各项工

作，督促其落实专业病房管理、护理活动以及消毒管理 [2]；

结合医院护理管理制度，根据感染科护理情况制定护理

风险管理体系，给其更多学习机会。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实施感染科职业风险管理干预，具体如下：

完善感染科职业风险管理制度，制定完善的职业暴

露报告登记制度、职业暴露处理流程等，于感染科内开

展提高职业防护意识的学习活动，积极安排护理人员学

习相关的知识，以渐进式的学习模式为主，降低对正常

学习、生活影响；规范书写病历标准，记录好各种危险

物品的应用记录。

监督护理人员严格按照章程操作，避免病菌入侵；

若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出现被刺伤出血的情况，应及时消

毒、止血，如实将情况告知医院感染管理科室。

感染疾病具有易交叉感染等特点，需要护理人员在

具体工作中做好皮肤清洁工作，佩戴手套、面罩后再使

用消毒剂，降低与病原菌接触的概率，保证消毒室空气

流通；加大消毒管理与隔离力度，严格限制病人家属来

访频率，于人员密集处采取防护隔离策略 [3]。

感染科中经常应用到具有很强刺激性、易挥发等药

物，因此需要单独存放；定期清查相关的毒剂及药品，

加大消毒与清洁力度，避免扩散或挥发造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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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护理人员疾病感染与职业风险管理

满意度情况；（2）观察两组医疗纠纷、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以软件 SPSS 21.0 统计相关数据，以 n（%）表达定

数资料，行卡方检验。以结果为 P ＜ 0.05 表达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护理人员疾病感染与职业风险管理满意度

情况

对照组疾病护理人员疾病感染率与观察组相比前者

明显高于后者 (20.00% ＞ 2.86%），且职业风险管理满

意度显著低于观察组（60.00% ＜ 94.29%），对比具有

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比较两组护理人员疾病感染与职业风险管理满意度情况[n，（%)]
组别 例数 疾病感染 职业风险管理满意度

对照组 35 7(20.00) 21（60.00）

观察组 35 1(2.86) 33（94.29）

c2 值 - 5.081 11.667

P - 0.024 0.000

2.2 比较两组医疗纠纷、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对照组医疗纠纷发生率与观察组相比前者显著高于

后者（34.29% ＞ 2.86%），对比 P ＜ 0.05，存在统计学

意义；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与观察组相比前者显著高

于后者（22.86% ＞ 0.00%），对比 P ＜ 0.05，存在统计

学意义。详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医疗纠纷、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n，（%)]

组别 例数 医疗纠纷发生率 不良事件发生率

对照组 35 12（34.29） 8（22.86）

观察组 35 1（2.86） 0（0.00）

c2 值 - 11.431 9.032

P - 0.000 0.003

3 讨论
感染科涉及较多的疾病种类，且具有很强的季节性、

地区性，加之该科室患者以中老年为主，在面对来势汹汹

的疾病时心理发生较大变化，极易出现不良情绪，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护理难度，甚至还会出现各种医疗纠纷 [4-5]。

感染科护理人员在工作中长期与患者接触，一方面

使其在精神上出现很大的压力，而且还会对护理人员的

身体健康产生诸多威胁。就目前该科室的护理困境来看，

主要有几点内容：首先，护理人员数量不足，且年龄较

小，专业知识程度并不高，护理风险意识不强，缺乏抢

救能力；患者感染后自我调节能力降低，甚至存在意识

模糊的情况，意外发生率较高；护理过程中护患沟通不

顺畅，无法及时排解患者心理情绪，极易造成误会甚至

引发矛盾 [6]。规范性职业风险管理以建立完善职业风险

管理制度为基础，增强了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规范了

操作程序，及时处理各项护理风险事件，降低了护理人

员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本次研究中对照组疾

病护理人员疾病感染率与观察组相比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20.00% ＞ 2.86%），且职业风险管理满意度显著低于

观察组（60.00% ＜ 94.29%）；对照组医疗纠纷发生率

与观察组相比前者显著高于后者（34.29% ＞ 2.86%），

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与观察组相比前者显著高于后者

（22.86% ＞ 0.00%），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

综上，对感染科护理人员实施规范职业风险具有较

高的应用价值，可有效降低护理人员职业风险，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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