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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控制医院感染中感染管理与护理管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收治的 200 例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 100 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试验组 100 例采用强化感染管理的护理方式，对比两组患者

的感染发生率以及管理情况。结果 试验组患者的医院感染率为 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7%，差异明显（P<0.05）；同时在相关防感染操作方面，试

验组的各项评分也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 结论 在控制医院感染的过程中采用感染管理以及护理管理的方式能够有效的降低患者的

感染发生情况，提高对感染源的控制，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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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接受治疗时，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出现医院感染的情

况，而导致患者出现感染的因素有很多，虽然患者的个人原因是主要因

素，但是医源性的问题也是需要重视的[1]。基于此，本文将探究控制医

院感染中感染管理与护理管理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收治的 200 例住院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 100 例

中男女比例为 51：49；年龄在 32 岁至 7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1.25

±1.51）岁；试验组 100 例中男女比例为 52：48；年龄在 33 岁至 77 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51.36±1.36）岁；对比两组患者的组间资料，不具

有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式，根据以往医院的管理制度进行，未

开展任何方面的改变。 

试验组：采用感染管理以及护理管理的方式，其具体的内容如下：

①由护理部的主任以及各科室的护士长共同组成统一由医院感染控制

委员会，在所属的管理办公室统筹，在各个科室中进行控制监控人员的

设置，明确各人员的分工以及岗位职责，对各个科室内的感染防控工作

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对防控制度的落实工作严格的监督。②对各科室的

医护人员进行感染防控知识的培训，其中包含微生物知识、无菌操作的

流程、医疗垃圾分类、多重耐药菌的管理、三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手卫生以及无菌药品的管

理等方面[2]。③根据医院的具体情况，制定处出详细的无菌操作管理细

则，对操作过程进行规范化，同时对各个环节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加

强预防感染方面的护理。④加强对医院环境的管理，提高对物品消毒以

及医护人员的个人防护，对于同类型患者进行集中安置，将一些特殊感

染以及感染原因不明的患者进行隔离，并正确实施隔离措施和环境管理

标准，做好消毒灭菌的管理以及医疗废物处理工作[3]。 

1.3 观察指标 

根据两组护理方式的不同，对感染的发生情况、无菌操作、医疗废

物的处理以及消毒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采用自制量表对两组患者的以上

处理情况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则表示医院的感染管理工

作以及护理管理工作完成的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分别采用[例

（%）]、（  ）表示，分别行χ2、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的感染发生情况发现，试验组的感染率为 2%；对照

组的感染率为 17%；对照组的感染率明显高于试验组，差异明显

（P<0.05）。 

 

表 1 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对比 

组别例数感染发生率 

对照组 10017（17） 

试验组 1002（2） 

χ213.085 

P0.000 

2.2 两组患者无菌操作、医疗废物处理以及消毒灭菌情况对比 

  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无菌操作、医疗废物处理以及消毒灭菌情况

发现，试验组的以上各方面情况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 

组别例数无菌操作医疗废物处理灭菌情况 

对照组 10082.56±1.2681.79±1.5883.56±1.71 

试验组 10095.12±1.1295.26±1.1795.21±1.35 

T7.5038.5136.213 

P0.0000.0000.000 

3 讨论 

在对患者开展治疗的过程中，护理工作是始终存在的，护理人员作

为在医院中和患者接触最多的人，其护理工作是涉及到患者的方方面面

的。基于此，本文将对收治的患者进行感染以及护理管理工作，对比两

组患者的感染发生率以及防护情况。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的医院感染率为 2%，明显

低于对照组的 17%，差异明显（P<0.05）；同时在相关防感染操作方面，

试验组的各项评分也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主要通过对医院感染的原因进

行具体的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护理人员对于医院，强化感染缺

乏重视，导致出现防护隔离不严谨的情况，存在有控制主要分为医疗器

械使用不规范，层面、护理层面、检验科以及消毒不彻底的情况，使得

护理的环节容易出现漏洞以及交叉供应中心等方面，在进行医院感染的

几率。其次，没有将一些特殊感染者以及不明预防控制的过程中，需要

对以上几个影响到医院感染案例因素的方面进行有效隔离，这也是容易

导致医院感染升高的一项主要原因，通过针对性的分析发现，通过，在

对医院中容易引起感染的各方面因素有了一个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的了

解之后，提出针对性的感染管理以及护理管理的方案，能够有效的降低

医院感染的几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4]。 

综上所述，在控制医院感染的过程中采用感染管理以及护理管理的

方式能够有效的降低患者的感染发生情况，提高感染源的控制和管理，

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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