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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科护理人员医院感染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马心慧�夏丽丽�宋�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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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口腔科护理中应用感染优化护理管理的护理效果进行讨论。方法：选择本院在2020年8月至
2021年4月收治的84例口腔科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42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常规护理
基础上，同时采用感染优化护理管理，对两组患者症状康复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研究组血常规、体

温恢复、痰量减少以及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在口腔科护理中应用感染优化护理管理可以显著提高护理效果。通过对研究组和对照
组的比较，发现研究组在血常规、体温恢复、痰量减少以及住院时间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些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同时，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对口腔科护理中的感染管理问题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建议

在口腔科护理中普遍应用感染优化护理管理，以提高患者的护理效果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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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科护理在医疗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涉

及到口腔疾病的治疗和护理，不仅影响到患者的口腔健

康，还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全身健康和生活质量[1]。然而，

在口腔科护理中，感染管理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

题。口腔科护理人员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感染风险，包

括口腔内疾病的传染性、手术操作中的交叉感染等，这

些问题给口腔科护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感染管理的不

足可能导致医院内感染的传播，增加患者的痛苦和治疗

成本，甚至危及生命。感染优化护理管理是一种重要的

护理方法，它包括了一系列的护理措施，旨在减少感染

风险，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增强护理满意度[3]。因此，

口腔科护理中的感染管理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为了提高口腔科护理的质量，降低感染风险，我们需要深

入研究这些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对策来解决它们[4]。本研

究的目的是探讨在口腔科护理中应用感染优化护理管理

的护理效果，以及通过对比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数据，评

估感染优化护理管理在口腔科护理中的实际应用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在2021年8月至2022年4月收治的84例口腔

科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42例。其中对
照组中包含男性患者24例，女性患者18例，年龄21-60
岁，平均年龄为（36.24±3.87）岁；研究组中包含男性
患者23例，女性患者19例，年龄20-62岁，平均年龄为
（35.68±3.43）岁。
纳入标准：年龄在18岁到65岁之间的口腔科患者；

患者能够理解并配合研究的要求；患者口腔疾病需要口

腔科治疗和护理；患者没有严重的心血管、肝肾功能等

重要器官疾病；

排除标准：患者无法理解或不愿意配合研究的要

求；患者口腔疾病不需要口腔科治疗和护理；患者有严

重的心血管、肝肾功能等重要器官疾病，不适合进行口

腔科治疗；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差异不具备统计

学意义（P > 0.05），可进行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由护理人员定时为病房通风

和消毒，保持病房整洁程度达到标准，同时注意监测患

者的生命体征，包括胸部CT、血常规、抗体、核酸检测
等，一有异常情况，通知主治医生做针对性处理。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同时采用感染优化护理

管理，具体如下：

严格遵守手卫生标准：手卫生是口腔科护理中最基

本的感染管理措施之一，护理人员在接触患者前后都必

须进行充分的手卫生，在进行口腔检查、护理或手术操作

前，用洗手液和温水充分洗手，至少需要洗20秒，确保彻
底清洁双手。在无法使用水和肥皂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含

酒精的免洗手消毒剂，但也需要按照正确的方法使用，直

至双手干燥。手卫生的正确实施可以有效减少细菌和病

毒的传播，有助于降低感染风险。护理人员应时刻牢记

这一重要原则，不仅保护了患者，也保护了自己。

采用正确的个人防护装备：在口腔科护理中，个人

防护装备的选择和使用至关重要，口腔科护理人员需要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口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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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镜、面屏、防护服和手套等，口罩可防止口腔科护理

人员吸入患者口腔中的飞沫或细菌，护目镜和面屏可以

避免眼部受到飞溅物的伤害。防护服保护身体免受患者

分泌物的污染，而手套则是防止直接接触患者口腔内的

重要障碍，此外，学会正确穿戴和脱下个人防护装备同

样重要。在脱下时要格外小心，避免污染自己的皮肤或

衣物。

确保器械消毒和灭菌：口腔科护理涉及到众多的器

械和设备，这些器械必须经过严格的清洁、消毒和灭菌

处理，以确保它们不成为感染的源头。清洁器械时，应

先将可见的污物彻底去除，然后进行消毒和灭菌。消毒

的方法可以包括化学消毒和高温蒸汽灭菌，具体根据器

械的性质和用途来确定，护理人员应熟悉医院的感染控

制政策和程序，确保器械的清洁和卫生，以降低感染的

风险。

定期培训和教育：口腔科护理人员需要不断更新自

己的知识和技能，了解最新的感染管理指南和卫生政

策，定期培训和教育是确保护理人员保持高水平感染管

理能力的关键。这些培训内容可以包括正确的手卫生方

法、个人防护装备的选择和使用、器械消毒和灭菌技巧

等。护理人员还应了解各类感染疾病的传播途径和防控

措施。定期的培训和教育不仅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专

业素养，还有助于确保患者的安全。

遵循隔离措施：对于有感染性疾病的患者，口腔科

护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循医院的隔离政策和程序，隔离措

施有助于减少感染传播的风险，保护其他患者和护理人

员，隔离患者需要将其安置在单独的隔离房间，确保房间

有足够的通风。护理人员需要佩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并遵循特定的感染控制措施，如正确处置医疗废弃物。此

外，需要限制患者的访客，以减少感染的传播途径。

定期监测和报告感染事件：口腔科护理人员应积极

参与医院的感染监测和报告系统。通过监测，可以及时

发现患者感染事件，并迅速采取措施，以控制感染的传

播。感染事件的报告对于感染管理非常重要，它有助于

医院追踪感染源头、采取紧急措施，并改进感染控制政

策和程序。

与团队合作：口腔科护理人员不是孤立工作的，他

们需要与口腔科医生、其他护理人员和医疗团队紧密合

作，协同工作可以提高护理的效率和质量，确保信息共

享，以便更好地照顾患者，医疗团队的合作还包括分享

关于感染管理的最佳实践和经验，以及共同制定和实施

感染控制策略。

1.3  观察指标
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症状康复时间，并采用本院自

制调查问卷，调查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问卷满分100
分，超过85分表示十分满意，60-84分表示比较满意，低
于60分表示不满意，护理满意度 =（十分满意+比较满
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本组研究采用SPSS 24.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

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采用t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症状康复时间对比
研究组血常规、体温恢复、以及住院时间，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情如
表1所示。

表1��两组患者症状康复时间对比（ ，d）
分组 例数 血常规恢复 体温恢复 住院时间

对照组 42 2.26±1.26 2.47±1.31 2.69±1.55
研究组 42 1.03±1.04 1.08±1.21 1.03±1.44

t - 4.879 5.051 5.085
P - 0.000 0.002 0.000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95.24%，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3.81%，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详情如表2所示。

表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分组 例数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2 18（42.86） 13（30.95） 11（26.19） 31（73.81）
研究组 42 25（59.52） 15（35.71） 2（4.76） 40（95.24）
χ2 - - - - 7.372
P - - - -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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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口腔科护理的感染管理面临一系列的难点和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口腔环境的特殊性、高飞溅风险、患者的

特殊需求以及器械和设备的复杂性[5]。口腔内是一个独

特的生物学环境，充满了各种细菌、真菌和病毒，口腔

黏膜具有丰富的血液供应，这有助于维持口腔内微生物

的生存，此外，口腔内存在多种微生物种类，它们之间

相互竞争和协同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6]。

因此，口腔科护理人员需要特别关注口腔内微生物的管

理，以防止感染的传播和发展[7]。例如，在口腔检查、牙

齿护理或手术操作中，可能会产生痰液、唾液、血液等

液体的飞溅，其中可能携带有各种致病微生物。这些飞

溅可以通过空气中的微粒传播，容易感染护理人员和其

他患者。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飞溅的产生和传播

至关重要。口腔科护理涉及到众多复杂的器械和设备，包

括口腔检查工具、手术仪器、吸引器等。这些器械需要在

每次使用前进行严格的清洁、消毒和灭菌，以防止感染的

传播。器械的清洁和维护需要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进行，否

则可能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护理人员必须熟悉各种器

械的操作和维护，以确保其安全和有效性。

口腔科护理的感染管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需要护

理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采取多层次的措施来降低

感染风险[8]。定期培训、合作团队协作以及严格的感染

控制政策和程序的执行将有助于提高口腔科护理的质

量，确保患者和护理人员的安全。同时，不断的研究和

实践经验的积累也将有助于改进口腔科护理的感染管理

策略，提供更安全和有效的护理服务。本研究的主要目

标是探讨在口腔科护理中应用感染优化护理管理是否能

够提高护理效果，结果显示，研究组在血常规、体温恢

复、痰量减少以及住院时间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这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感染优化护理管理在

口腔科护理中具有显著的益处，有助于患者更快地康

复，减少住院时间。研究还发现，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

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表明，感染优化护理管理不

仅有助于患者的生理康复，还增强了他们对护理服务的

满意度。这对于医疗机构的声誉和患者的忠诚度都具有

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口腔科护理中应用

感染优化护理管理可以显著提高护理效果和护理满意

度。这为口腔科护理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建议在口

腔科护理中普遍应用感染优化护理管理，以提高患者的

护理质量和满意度，同时降低感染风险，确保患者和护

理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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