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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应用分析

黄瑞丽*

安阳地区医院河南�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 要：目的：分析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对于控制医院感染的应用价值。方法：针对我院收治的手术患者 89 例

进行临床护理管理观察，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给予常规组 44 例手术患者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给予观察组 45 例

手术患者实施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对比两组手术患者实施不同护理管理后的管理效果。结果：观察组手术患者实施

细节手术室护理管理后的医院感染发生率、护理满意度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人员综合考核评分优于常规组实施

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的手术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0.05）；观察组医院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0.05）。结论：针对实施手术治疗的手术患者开展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的管理效果较为显著，能

降低及控制医院感染现象的发生，提高手术室的护理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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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手术室是医院最容易发生感染现象的场所，所以强化对手术室的管理对于医院和患者而言都至关重要。在手术过

程中，由于患者的皮肤、组织以及器官等都充分暴露在空气中，所以手术室的消毒杀菌工作没有做到位将会直接导

致患者发生感染，而这里的消毒杀菌工作包括手术器械的消毒杀菌、手术室空气的消毒杀菌、医护人员的消毒杀菌等

等。只有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才能够有效避免感染，为患者的健康提供保障。本文将针对介入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

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应用价值进行研究，具体操作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将我院收治的手术患者89例分成两组，常规组44例手术患者中男25例，女19例，年龄22～79岁，均值为

（55.63±5.47）岁；观察组45例手术患者中男28例，女17例，年龄21～78岁，均值为（55.60±5.62）岁。本次参与观

察的护理人员为同一批，共28人。对两组的基线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采用常规手术室护理对A组患者进行管理，主要包括手术器械常规管理、无菌技术以及手术室的日常清洁、消毒。

采用手术室细节护理对B组患者进行管理，具体方法为：①强化医护人员的院感知识培训：医院需要通过定期的

举行院感知识讲座以及相关的培训课程来有效提高所有医护人员的院感认知度和处理预防对策[2]。②强化手术室细节

管理制度：相关人员需要充分契合医院的手术室管理需求以及实际管理情况科学地进行手术室护理管理方案的制定，

同时需要充分契合制定的相关方案制定行之有效的配套的制度和标准。与此同时，医院需要定期召开相关会议来发现

手术室管理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提出相关的补充意见，以此来充分强化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③强化手术室的环

境管理和无菌操作管理：保持介入手术室合适的温湿度，必要时使用除湿机及空调调节温度和湿度。手术室护理管理

人员需要定期对手术室内的相关指标的细菌含量进行监控，包括手术室内容的空气、手术台面、外科医生及护士手消

毒、使用中的消毒液、手术器械等等物品，同时契合监测结果实施严格的手术室消毒灭菌操作。在手术室的无菌操作

中需要严格执行并强化相关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手术室无菌操作考试制度等，以此来充分保障手术室的无菌环境

和无菌操作。④强化手术器械的细节护理管理：关于手术室器械以及手术室相关设备，在细节护理管理中医院需要配

置专人进行管理，同时建立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度，以此来保障器械管理的细节性和科学性。⑤强化手术室患者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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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强化手术室患者的细节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患者才是感染风险的主体。患者在进入手术室后，相关护理人

员需要严格执行三查七对的核对制度，同时在核对完毕之后简单的为患者介绍手术室环境，包括手术室的仪器配置以

及人员分布等等。

1.3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发生手术切口感染、腔隙感染、皮肤感染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对两组手术患者的各项观察指标情况进行统计学处理。医院感染发生率为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

验；护理满意度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人员综合考核评分为计量资料，采用�检验；� < 0.05代表两组手术患者之

间对比的观察指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感染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医院感染发生率相比，观察组医院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感染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5）。见表1。

表1�两组感染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切口感染 腔隙感染 皮肤感染 发生率

观察组 47 0 0 1 1（2.00）

常规组 47 1 1 1 3（6.00）

2.2  两组患者手术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人员综合考核评分的数据见表2。

表2� 两组手术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人员综合考核评分

组别 护理满意度评分（分） 护理质量评分（分） 护理人员综合考核评分（分）

常规组 79.63±5.28 82.33±3.41 76.53±4.17

观察组 88.79±5.14 90.10±2.26 85.46±3.36

3��讨论

现如今，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医疗服务理念的不断升级，手术室感染成为了医院控制感染的重点工作

之一。针对手术室中可能引发患者发生感染的因素进行严密的、细致的护理管理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医院感染发生

率，所以介入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被提出。其通过强化医护人员的院感防控知识，强化器械消毒杀菌监管工作以及

强化手术室的消毒杀菌工作，能够有效控制细菌感染以及避免各种不规范的手术室操作，从而有效降低院内感染发

生率。

本次观察针对观察组手术患者实施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手术室细节管理制度：结合

我院手术室管理需求及实际情况建立及完善手术室护理管理方案，并制定针对性的管理制度及标准[7-8]，建立健全的控

制手术室感染发生规范制度、实施一次性无菌物品使用管理制度、消毒管理制度及医疗废物收集规范等，每月召开一

次会议，针对手术室管理制度中存在的漏洞及不足进行提出及补充。（2）严格实施相应的无菌操作管理：定期对手

术室内的空气、手术器械、手术室各项物体表面的细菌菌落数进行监测，严格实施相应的手术室消毒灭菌制度，提高

手术室的无菌管理效果，建立相应的质量考核监督机制，不定期对无菌情况进行监测。（3）手术器械的细节护理管

理：针对手术室内的各项手术仪器设备及器械实施针对性的专人管理，建立手术器械的管理责任制，专科腔镜设立器

械卡，并严格配备相应的说明书，对器械的保养方式及维护技术等进行描述，要求护理人员严格按照说明说规范每天

对手术器械进行术后清洁及维护管理，做好交班时的清点、检查操作，定期对仪器设备实施保养处理。（4）手术室

护理人员强化管理：针对手术室护理人员实施定期的关于细节护理管理、医院感染风险等方面的培训及学习，强化护

理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针对手术室内容易导致医院感染发生的因素进行相应的了解后，制定预防处理预案，提供护

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及责任意识，最大程度上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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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医院感染控制管理中，应用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能够有效降低医院感染风险。

参考文献：

[1]尹达清.探讨并分析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应用[J].心理月刊,2019,14(04):73.

[2]杨兴玉.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应用于医院感染控制中的价值分析[J].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电子版),2019,6(04): 

119+121.

[3]覃源 .对比常规护理与细节护理在手术室管理及医院感染控制中的应用效果 [J] .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

志,2018,3(43):179.

[4]叶海珠.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应用探讨[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6，16（75）：222.

[5]李迎春.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在医院感染控制中的应用[J]. 中国卫生产业，2017，14（14）：140-141.

[6]贾晋红.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应用[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8，6（28）：

115，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