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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科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管理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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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临床治疗中，介入手术治疗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这一治疗技术也受到了广大患者的选择与认可，该项治疗方式有着创
伤小，患者疼痛程度低等优点。而医院医疗工作的有效开展，和介入室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管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要想提高手术的
成功率，一个有效的预防与管理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其能够有效的降低患者在介入手术之后的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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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几年介入影像学的高速发展，在临床医疗工作中介入诊

断与治疗的应用价值在不断的提高。不过介入技术是一种有创操
作，有一些手术的操作比较复杂，需要较长的操作时间，其中的导
管器械种类比较多，有时会因为导管的使用不当情况而出现其他并
发症，是医院感染中的主要危险因素[1-3]。所以，需要提高介入科医
护人员的自我防护意识，建立起一个严格规范的规章制度，让医院
感染能够得到有效的预防和控制。 

1 增强介入科规范化管理 
1.1 建立起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 
需要有意识的去健全介入科医院的感染管理组织，严格遵循国

家及医院的感染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这是做好介入科医院感染控
制管理的重要保障。对此，需要医院内部组间起专门的科室感染管
理小组，其中由科室主任、护士长以及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组成，
由这一专项小组来对医院感染管理进行专门的指导与监督，当出现
问题时进行及时的整改，能够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监督管理作用并
对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4-8]。 

1.2 定期开展预防医院感染的培训 
医院方面需要定期开展对职工的知识培训，尤其是对于那些新

入职的实习人员开展医院感染方面知识的内容培训。并定期的让内
部经验丰富的护士长以及感染控制的人员外出去学习，通过多元化
的方式来进行医院感染知识以及预防感染理念的宣传，让相关人员
的专业素养以及管理能力可以得到提升，在日常工作中提高对医院
感染管理工作的重视。除此之外，在现如今这一法制社会背景下，
需要提高对各项医疗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要想提高自身医院的服务
水平，必须有着一个良好的医疗管理制度。对此，需要医院重视对
医护人员的法制教育，让各位职工可以掌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能
够树立起要给正确的法制观念，以此来培养医护人员的医疗风险意
识，让医疗的服务质量能够得到提高。 

医院的领导阶层需要发挥出自身的领导与协调作用，让医院的
护理部、医院的感染预防控制科作为检测管理的重要部门，通过相
应的方式来调动起感染管理组织的工作热情，同时让相关医护人员
能够得到系统性的培训，使得医护人员能够掌握到和医院感染相关
的法律制度，使其对医院感染预防的控制意识能够得到提升，借此
来培养相关人员的职业责任感[9]。 

1.3 物品摆放和消毒 
医护人员在开展手术时，需要对手术中各项药品以及器械的摆

放进行严格要求，各类物品的摆放需要合理规整，在手术中的一些
可移动设备以及器材需要进行提前的固定，一些不常用的设备需要
放置在专门的仪器间内，避免出现碰撞的情况，导致仪器损坏，借
助这样的方式也能够减少手术室内散射线的污染。对手术室存在的
各种仪器设备进行消毒擦拭，同时需要做好对医疗器械的消毒以及
清洗灭菌工作，提高对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确保消毒灭菌的合格
率。患者在手术中所产生的一些血渍与呕吐物等，需要及时的清除，
并开展消毒工作。 

2 介入科的布局及无菌药物管理 
2.1 合理规划介入科内的建筑布局 
在医院内，介入科需要设立在一个较为干净、独立的区域，提

前做好合理的建筑布局规划。科室内部的各个分区需要明确，并做
好清晰的标识，让医疗区以及辅助区能够得到良好的区分[10]。其中
前者主要涉及到的是办公室、洗手间、污物区以及候诊区等。同时，

在手术室的内部环境设施以及温湿度都需要严格遵循医院感染控
制的基本要求，满足卫生标准。 

2.2 做好对无菌物品的管理 
医院内部的介入科需要重点做好对无菌物品的保管工作，同时

做好严格的卫生消毒工作，对一些日常进行的采购管理、存储管理
和验收管理内容需要做好严格的规范内容。对一些一次性的医疗物
品需要确保其同时具备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医疗器械产品注
册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等三证内容。在进行一次性导管在
内的无菌医疗物品管理中，需要对其卫生许可证进行检查，在实际
检查的过程中，需要做到对产品的外界情况以及产品包装、保质期
等产品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此同时，医院内部需要采用随机抽
查的方式来对无菌物品进行细菌学检测，当发现有检查不过关的情
况时，需要立刻停用，采用蒸气消毒的方式来进一部的消毒处理。 

当对患者的介入手术结束了以后，在完成对患者的安置时，需
要对相应的医疗用品进行清理，那些一次性的医疗用品不能再次使
用，需要及时的处理，在完成毁形之后将其放入到专门的垃圾箱内。
其中手术所用的刀片以及注射器针头等工具，需要将其放到专用的
利器盒中。医院会每天由专门的人员去将手术消耗的一次性医疗用
品放到专门场所中，在完成登记之后开展销毁工作[11-12]。对于那些
可以重复使用的导管，应当做好记录，不过，当其是被传染病患者
使用时，都是需要用后及时销毁的。对一些不适合采用高压蒸气消
毒的物品可以反向采用低温灭菌操作。在介入科手术室正式开展手
术治疗前，需要相关人员做好相关的检查工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做好对患者的传染病情况了解，当发现患者存在传染病是，需要对
患者的各项内容进行详细的登记，在对该类患者进行手术之后，需
要严格采取消毒工作，做好对传染源的消毒灭菌。而在进行一些急
诊患者的接治时，需要在检查的同时开展手术治疗，对各项检查项
目进行落实。 

3 做好对介入科各类医护人员的培训管理 
对介入科手术室医护人员而言，在其开展日常工作的过程中，

需要接受多种形式的管理与培训，同时为医护人员开展和医院感染
专业相关的知识内容培训与考核，让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可以得到
增长。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保障科室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得到严格的
落实，确保相关职员的认知水平得到提高。借助培训与管理的方式，
让医护人员的职业责任感能够得到提高，提高其无菌观念，让其能
够严格的遵守介入科手术室的各项操作流程规范[13-15]。与此同时，
需要对手术室的人员进出限制做好严格的落实，科室内所采用的一
些介入性检查以及治疗行为都会导致人员的一些机体防御功能受
到破坏，这时的人体很容易受到病原菌的入绩，对此需要严格限制
一些无关人员在手术室的进出，避免外来人员携带病原菌而引起患
者的感染情况。除了本科室的人员，一些外来人员需要获得了相关
许可之后采用进入到手术间内，而对于那些需要进入到手术室内的
医护人员，需要切实做好手术服饰的穿戴，做好手部卫生的消毒处
理，佩戴好口罩。在进行对患者的手术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医护人
员的手术衣以及手套等无菌物品出现了损坏时，需要在确保患者的
安全基础上，进行新的无菌物品的更换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可
能的预防可能出现的感染情况[16]。假若有一些进修人员需要进入到
手术科室内进行参观，需要对其进行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以及注
意事项的讲解，确保其不和患者产生接触，尽量采用隔室参观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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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过以上的方式尽可能地阻断感染源，让细菌地传播途径受到
切断，从而起到一个对感染发生率降低的效果。 

医护人员同时需要严格做好自我防护工作。在介入科手术室有
着较多的医护人员，同时其所接触到的病种较广，对于该类医护人
员而言，需要切实做好自我防护工作，在对一些具备传染病的患者
进行手术时，需要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双层手套的佩戴，在手术的过
程中需要严格细致的开展每一步操作，避免出现有防护破损等不良
安全事件。同时，医院方面还需要对医师技术的培训，让医师对各
项外科手术的掌握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同时让其能够对各项并发症
进行处理，提高医师的临床应变能力。医师不单是要有着熟练的切
开、止血以及缝合技术，还应当学会使用各种新型的特种器械。需
要确保介入科手术室的治疗工作质量，让医师的综合素质能够得到
提高，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手术室的感染率。同时，需要介入科
手术室的护理人员做好对手术操作者的无菌操作管理监督工作，当
出现有不规范行为时需要及时进行纠正，避免由于护理操作的不
当，而引起其他医疗不良事件，出现一些医患纠纷的情况。 

四、结语 
对于介入科而言，采用严格的预防管理措施是十分重要的内

容。通过增强介入科规范化管理、合理规划介入科的布局及增强无
菌药物管理、做好对介入科各类医护人员的培训管理等方式，让医
院感染的发生率能够降到最低，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患者的生命安
全，让患者的治疗效果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防止出现一些细菌感
染的情况，让患者的预后水平能够得到保障，同时通过以上措施的
实行，也让医院的医疗治疗能够得到提高，提高患者对医院的满意
度，让医院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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