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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加强护理管理在 ICU 侵袭性真菌性医院感染防控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还未实施加强管理时我院 ICU 收

治的 31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选取 2020 年 12 月-2022 年 12 月实施加强管理时我院 ICU 收治的 31 例患者作为研究组，对两组患者感染情况及对护理

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 研究组患者感染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 ICU 患者实施加强护

理管理，可以有效预防侵袭性真菌感染，降低院感发生率，缓解护患关系，患者对护理也更加满意，因此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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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患者均为危急重症疾病，需要进行
特殊治疗及护理。该科室中的高危因素要远远高于其他科室，此外，
科室内患者的病情具有进展迅速、情况危急的特点，同时也存在极
高的感染率，因此，该科室的护理工作要求也更为严谨，护理人员
必须具备较强的责任心[1]。然而在进行护理期间，由于患者自身因
素、不规范的护理和医疗设备操作及其他外界危险因素，都会导致
科室内的患者发生侵袭性真菌性医院感染[2]。所以，对于ICU科室内
的患者而言，加强护理管理是十分重要的。我院选取实施加强护理
管理前后的ICU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现将详细内容报道如
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1月-2020年11月还未实施加强管理时我院ICU收

治的31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8例，女13例，年龄31-86岁，
平均（52.4±3.7）岁，选取2020年12月-2022年12月实施加强管理
时我院ICU收治的31例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男21例，女10例，年
龄33-84岁，平均（52.8±3.4）岁，患者及家属知情且同意本次研
究，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同时经过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未实施加强护理管理。 
研究组患者实施加强护理进行管理，方法如下：①成立加强护

理管理小组：包括：2名护士长、6名专业护理人员，通过相关培训，
考核完成后方可进行护理工作，护理人员的工龄均在5年以上，考
核包括护理人员心理素质、专业能力、管理水平及思想品质。护士
长需要做好配合和监督的工作，确保每项工作在护理期间都得到落
实。②强化护理管理培训：加强对护理人员在护理期间的相关管理
知识的培训，可以让医院具备更多更优秀的管理人才。护士的工作
较为复杂多样，因此培训期间应得到重视。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具
备高尚的品德及思想，对自己每日的工作有确定的目标，让护理人
员正确了解自己的本职工作并热爱本职工作，在工作期间以患者为
中心，尽量满足患者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充分体现人性化服务，给
与患者关心和尊重，学会换位思考，主动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建
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每位护士应有属于自己的技术档案，便于进行
监测和落实工作。为患者提供全面性的服务，护士长应把控好科室
的运行情况，对护理期间的服务态度应严格要求，为患者提供优质、
周到的护理服务。在采集标本是应规范操作，避免标本受到污染等。
特别是痰液标本及血尿标本，必须在无菌环境下进行采集，采集完
成后及时进行检验。③强化工作细节：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
尤其是工作细节需特别注意，细节的处理十分正确合理决定着工作
能否更好的完成。④强化护理人员手卫生管理：护理人员手卫生与
院感的发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这就要求护理人员每天在工
作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手部卫生管理要求进行操作，避免真菌通过手
部传播[3]。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感染情况进行比较。 
对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包括：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版本：SPSS 23.0，X2 检验％资料；P＜0.05 有差异。 

2 结果 
2.1感染情况 
研究组患者感染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 1 感染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下呼吸道感

染 
尿道感染 发生率 

对照组 31 5 3 25.8% 
研究组 31 2 1 9.7% 

X2 / 4.294 4.391 4.935 
P / ＜0.05 ＜0.05 ＜0.05 

2.2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 2  护理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

意 
不满意 

护理满
意度 

对照组 31 9（29.0） 
14

（45.2） 
8（25.8） 74.2% 

研究组 31 
13

（41.9） 
16

（51.6） 
2（6.5） 93.5% 

X2 /    4.935 
P /    ＜0.05 

3 讨论 
ICU科室的患者局均有病情危急重的特点，且病情进展较为迅

速，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护理工作在该科室显得尤
为重要[4]。然而，护理人员在进行护理时，由于操作不规范等原因，
而患者自身各机能的功能水平较差，导致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发生率
明显高于其他科室，而院感的发生不仅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难度
及工作量，也给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于ICU科
室而言，护理管理工作必须要严格加强和落实，阻断一切有可能导
致院感时间发生的危险因素，通过室内环境、患者随身衣物用品、
医疗设备及护理人员对工作态度等方面进行加强管理，严格要求护
理质量，减少院感发生率，进一步加强ICU科室的院感防控效果，
从而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此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感染率
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 

综上所述，对ICU患者实施加强护理管理，可以有效预防侵袭
性真菌感染，降低院感发生率，缓解护患关系，患者对护理也更加
满意，因此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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