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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住院患者潜在医院感染因素分析与护理对策 
施  琳 

(天津市眼科医院) 

摘要：目的：分析眼科住院患者的医院感染因素，同时分析预防对策。方法：此次研究中，纳入 20 例眼科住院患者参与实验，均在住院治

疗期间出现医院感染情况。为达成本次研究目的，将对 20 例患者的医院感染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医院感染预防对策。结

果：经过对 20 例医院感染患者临床资料的回顾性分析，确认均为切口感染情况，即眼内炎，同时，导致以上医院感染的影响因素涉及管理

方面、患者方面、医护人员方面。结论：眼科住院患者可能因管理方面、患者方面、医护人员等因素导致医院感染，应针对以上具体危险

因素制定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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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是医院重点科室，患者因眼科疾病影响往往会出现视力持

续下降的情况，进而容易引起医院感染。随着时代的发展，医院中

愈加关注对医院感染的防范，目前看来，在眼科住院患者中，往往

会因多因素影响而导致医院感染，如医护人员因素、患者因素等[1]。

无论哪一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均可能给患者的术后康复造成不利影

响。现阶段，在眼科护理工作中，应总结眼科住院患者的医院感染

危险因素，明确各危险因素的具体情况，并分别给予针对性的防范，

进而达到预防医院感染的目的。在本次研究中，便重点围绕眼科住

院患者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了探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中，抽取了 20 例眼科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

样本，其均于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在眼科中住院治疗。

20 例患者中包括 17 例男性和 3 例女性，年龄 44~87 岁，平均（63.25

±7.16）岁。 

1.2 方法 

对 2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住院期间导

致医院感染的风险因素，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改进对策。 

1.3 观察指标 

统计 20 例患者的医院感染情况，并统计导致医院感染风险因

素的占比。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期间的统计学处理均使用 SPSS21.0 进行，使用（x±s）表

示计量资料，通过“t”检验；对于计数资料，可通过“%”表示，

由“X2”进行检验，对于符合正态性分析，且数据间存在明显统计

学意义的情况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感染情况分析 

经过对 20 例医院感染患者临床资料的回顾性分析，确认均为

切口感染情况，即眼内炎。 

2.2 医院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在眼科住院的医院感染危险因素中，管理方面、患者方面、医

护人员方面是导致医院感染的主要因素，详细见表 2。 

表 2 医院感染风险因素分析（n/%） 

风险因素 例数 占比 

管理问题 7 35% 

患者自身问题 2 10% 

医护人员方面问题 11 55% 

合计 20 100% 

3 讨论 

眼科医院感染情况比较常见，容易加剧对患者的损伤，而且据

悉当前眼科疾病高发，加之眼科疾病类型多样，极易引起一系列感

染情况。目前为进一步提高临床质量，在眼科住院患者的临床护理

中，应关注医院感染风险因素，针对具体风险因素进行优化改进。 

在本次研究中，重点探析了眼科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如表 2 所

示可见，管理方面、患者方面、医护人员方面是导致医院感染的主

要因素，以下将对其进行具体分析：（1）管理问题：眼科护理管理

中存在些许不足，如在病房管理方面存在不足。眼科内患者病症类

型多样，虽然采取了相应的医院感染预防措施，但是在已经发现存

在感染性眼科疾病患者时未能够及时与其他患者隔离，这便导致感

染情况有一定的传播；不仅如此，在眼科护理管理中也存在不足，

尤其是环境管理方面，例如病房内的空气环境不到位，进而容易引

起呼吸道感染。②医护人员方面的问题：医护人员是眼科临床护理

工作的参与者、实施者，每天均要忙碌于工作的第一线[2]。但是从

人体视觉系统的构造情况看，整体结构复杂，而且眼睛非常脆弱，

在暴露于空气中时便容易出现感染，而且眼科疾病患者本身便受到

了疾病的影响，眼睛的抵抗能力明显下降，因此容易导致眼球感染；

其次，在具体护理操作中，医护人员要能够认识到眼睛的脆弱性，

并保持操作的严谨性、标准性，但目前看来，在实际的眼科护理工

作中，部分医护人员极有可能存在未关注操作细节的情况，例如在

滴眼药水时，未能够做到一人一药，器械的使用上也存在此类问题，

进而形成了医院感染隐患；最后，眼科护理工作复杂繁忙，医护人

员要有严格的消毒观念，但现阶段很多眼科医护人员的消毒重视度

不足，尤其是术前消毒，将有可能导致患者出现术后感染情况。③

患者方面问题：除以上两方面问题外，患者层面问题也是引起医院

感染的危险因素之一。眼科疾病类型多样，很多患者对自身所患眼

科疾病的认知不足，在出现早期症状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在

出现瘙痒症状时用手揉眼睛，但是在手揉眼睛的过程中将会有大量

细菌进入眼球，容易引起感染；其次，目前中老年人是眼科疾病高

发群体，部分患者除所患眼科疾病外，还合并有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等，这均可能引起感染；最后，多数眼科疾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比较依赖药物，通过药物改善临床症状，但是随着药物的长期应用

容易影响眼睛本身的免疫力，进而容易出现其他感染问题，如真菌

性角膜感染、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等，这均会给患者带来更进一

步的损害[3]。 

目前，在眼科医院感染的预防中，可以针对管理方面、患者方

面及医护人员等几个方面实施针对性的预防干预，对此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实施预防：①加强组织管理：眼科感染预防工作具有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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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通过完善管理制度体系，有助于从管理角度提高管理水平，

降低因管理因素而引起的医院感染风险。基于此，眼科护理管理部

门可从实际出发，重点针对病房消毒隔离、眼科工作制度、卫生清

洁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度优化，例如在环境管理方面，要重点解决我

院眼科病房环境管理中的问题，例如要及时了解眼科住院患者病情

的基本情况，对于已经被确认存在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患者，要

立即隔离，对此类患者给予隔离治疗，在确认无感染性或传染性后

方可转送至普通病房；同时，医护人员每日均应进行病房巡查，早、

晚均应清洁病房卫生，加强空气消毒，保持环境整洁，为患者营造

一个优质的病房环境。还应定期组织眼科护理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使护理人员能够加深对以上多种制度的认知深度，逐步在思想

意识上认识到预防医院感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要有完善的

监督机制，可成立专门负责监督工作的监督小组，不定期抽查眼科

住院患者的临床护理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同时要责任到个人，院

感科连同临床医护团队还应定期通过会议讨论形式分析近期常见

医院感染风险，吸取教训[4]。②加强医护人员管理：在眼科护理工

作中，医护人员必须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素质水平，这是提升眼科护

理质量、预防医院感染的关键措施。现阶段，在眼科住院患者的护

理中，往往存在护理技能不足的情况，不利于眼科护理质量的提升。

基于此，在眼科中，应重点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每月均可组织医

护人员进行护理培训，重点围绕法律法规、眼科护理规范、常见眼

科疾病及感染预防等内容进行学习，还应进行不定期的考核，检验

医护人员自身专业技能水平，同时有助于提升医护人员的医院感染

防范意识。③强化手卫生依从性：据调查数据统计，大约有 30%的

患者是因手卫生不佳引起的病原体感染，基于此，首先要关注医护

人员的手卫生水平，针对手卫生制度的执行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

使医护人员在思想意识上提高对手卫生的重视度。不仅如此，还需

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手卫生掌握情况考核，确保所有医护人员均能

够熟练掌握“七步洗手法”。④严格把好“消毒”关：在眼科护理

工作中，医护人员应严格遵循无菌操作规范，确保所有操作的精准

性、规范性；对于日常护理中常用的眼压计、眼底镜等各类物品及

器械，均应采取专人管理，每次使用前、后需通过酒精棉球擦拭消

毒；而且要做到“一人一用”，避免因多人使用而引起交叉感染。

⑤合理用药：前文中提到，患者在长期用药时容易影响眼睛免疫力，

进而会形成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基于此，在本次眼科住院患者医院

感染预防中，要重视合理用药，杜绝药物滥用情况，例如对于需要

用药的老年患者，需适当将用药剂量降低，并严格控制用药时间，

避免造成肾功能损害或引起感染[5]。⑥每一例患者的情况均有自身

个体化特点，在相关护理工作的开展中，需提前对患者进行医院感

染风险评估。例如，在患者入院时，医护人员便应详细了解其基本

资料，包括年龄、病症类型、病程等，以此为依据进行综合分析，

评估医院感染风险等级，对于高风险患者则要重点关注。⑦对患者

加强宣教：从前文分析可见，很多眼科住院患者对自身所患疾病的

认知不足，该问题成为了引起医院感染的风险因素。目前，在眼科

住院患者的医院感染预防中，应重视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尤其要

告知患者避免使用手直接揉眼睛，并向其讲解用手直接揉眼睛的危

害、可能引起的医院感染类型等；医护人员还要告知患者避免使用

布类、纸巾擦眼。指导患者在日常住院期间要按时用药，同时要严

格告知患者在用药前、后均应严格清洁手卫生。⑧保护易感人群：

中老年人是眼科住院患者的主要群体，其中部分患者合并糖尿病、

高血压等基础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持续下降，因基础疾

病的长期影响也会进一步拉低其身体机能，在眼科住院期间更容易

出现感染情况。对于此类易感人群，要给予重点关注，一般可将此

类易感人群收治于同一病房，进一步加强病房环境管理；尽量减少

家属探视，非必要不陪护，非必要不探视，以免造成因探视人员过

多而增加感染风险，保障患者安全。 

医院感染监测：眼科中医院感染风险因素较多，给医院感染预

防工作的开展提出了较高要求，目前不仅要从医护人员、医院管理

及患者角度进行防范，还应加强感染监测。监督小组要加强对病房

环境情况的记录，如环境、物体表面、病房空气等，及时对其进行

检查、记录，形成档案记录，帮助开展医院感染监测工作，而且院

感科及科室负责人可不定期抽查，如若发现问题后便要及时整改。

另外，在眼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的预防中还可加入对持续质量改进

理念的应用，在实施以上改进措施后继续调查，对于依然出现的医

院感染病例进行分析，再次制定改进措施。 

眼科住院患者有较高的易感性、特殊性，容易出现医院感染情

况。通过本次研究分析可见，可能会因医护人员、患者及管理层面

的问题引起医院感染，应针对以上具体危险因素制定预防干预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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