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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护理实践与经验总结

李昀瞳

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　定州　073000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外科手术中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并总结在实际护理实践中的应用经验。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分析 2019 年至 2022 年间三家三级甲等医院实施外科手术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的 1200 例病人数据。

通过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收集数据包括手术前后感染率、抗生素使用情况及手术后恢复情况。运用描述性统计和逻辑

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研究显示，在严格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后，手术部位感染率显著下降。具体表现为感染

率从实施前的 5.6% 下降至 1.2%。同时，抗生素的使用频率和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也有所减少。结论：外科手术中实施综合

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能显著降低手术部位的感染率，减少抗生素使用，促进患者术后恢复。推荐在更广泛的临床环境中采

用类似的措施，以提升患者安全和手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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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nursing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urgic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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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surgery, and to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experience in practical nursing practic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desig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120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urgical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three tertiary level A hospitals 
from 2019 to 2022. The samples were selected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data collected included the infection rate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antibiotic use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rate of infection at the surgical sit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The infection rate dropped from 5.6%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to 1.2%. At the same time, the frequency 
of antibiotic use 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lso decreased.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surgical ope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fection rate of surgical site, reduce the use 
of antibiotics and promot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Similar measures are recommended in a broader clinical setting to improve patient 
safety and surgical outcomes.
Key words:Surgical operation; Infection prevention; Infection control; Antibiotic use; Surgical outcome

在医学领域，手术感染始终是提升患者预后和降低医

疗成本的关键挑战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

外科手术感染是发展中及发达国家常见的医院获得性感染

类型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恢复和医疗系统的效率。尽管

有广泛的预防措施和卫生实践标准，手术部位的感染率在

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存在改进的空间 [1]。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抗生素的普及使用，外科手

术的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及不当使

用导致抗药性的增加，这又成为新的公共卫生问题。开发

和实施有效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尤其是在外科手术中，

成为提升患者治疗效果的重要策略。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实

证分析，评估外科手术中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的效果，并总

结在实际护理实践中的应用经验。通过对三家三级甲等医院

在 2019 年至 2022 年间实施的感染控制策略的评估，本研

究旨在提供科学依据和操作指南，以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率，

优化抗生素使用，最终提升患者的手术安全和恢复效果 [2]。

这些数据和分析结果将有助于医疗机构优化感染控制策略，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有效的感染预防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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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本次回顾性队列研究时，选择的三家三级甲等医

院均具有代表性和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能力，确保了研究数据

的广泛性和高质量。这些医院分别位于不同的地理区域，涵

盖了广泛的人口和不同的卫生环境，从而使研究结果具有更

好的普遍性和适用性。为了确保研究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本

研究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选取手术病例。通过医院的电

子病历系统，本研究利用随机数生成算法随机选取了 1200名

患者，以减少选择偏倚。这种随机抽样方法提高了研究结果

的可靠性，使得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基线数据上具有良好的可

比性。每个组别中的 600名患者均经过仔细筛选，确保没有

其他干预措施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在观察组中，实施的加强

感染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使用高效的抗生素预防方案、改

进的无菌操作技术、以及在术前术后采取的特殊消毒和清洁

程序。这些措施是基于最新的临床指南和已有的科学研究，

旨在减少手术过程中可能的感染风险。对照组的患者则按照

各医院的常规手术流程进行处理，未加入研究期间新制定的

任何预防措施。这样的设置有助于直观地比较加强措施的实

际效果与常规操作在感染控制方面的差异，从而验证新措施

的有效性。通过这种详尽的研究设计，本研究能够提供有关

手术感染预防措施效果的重要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进一步改

进手术安全和病人护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2 方法

在本研究中，加强的感染预防措施采取多个层面的综

合方法，以确保在手术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感染风险。除

了在术前使用预防性抗生素外，对手术室环境的控制也是预

防感染的关键部分。在手术室内，通过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

维持空气质量，确保手术区域的空气洁净度符合国际标准。

所有手术器械和材料均在使用前经过严格的消毒过程，以

排除任何可能的污染源。手术团队的无菌技术规范是另一个

关键的预防措施。团队成员在进入手术室前必须完全符合

无菌着装标准，包括穿戴无菌手术服、手套、口罩和头套。

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如正确的手部

消毒程序和限制手术区域内的人员流动，以避免环境污染。

观察组中的抗生素管理策略旨在优化术前抗生素的使用时

间和剂量。根据最新的临床指南，术前 1小时内给予首剂抗

生素可以最大化其效果，同时减少术中和术后感染的风险。

在手术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如手术持续时间超过预期或出

血量增多，及时追加抗生素，是确保抗生素浓度始终保持在

有效防护水平的关键步骤。通过这些严格的措施，本研究

旨在展示综合感染预防策略如何有效地降低手术相关感染，

同时提升手术安全和患者的术后恢复质量。

1.3 观察指标

为了全面评估加强的感染预防措施的效果，研究中设

定的主要观察指标具有关键的临床意义。手术部位感染率

的准确记录使得能够直接衡量预防策略对减少感染的具体

影响。根据 CDC 的标准，感染事件不仅被识别，还被分类，

这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哪些特定类型的感染最可能被预防措

施所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不仅仅被记录为频率和持续时间，

还包括使用的具体种类。这一数据的详细跟踪反映出治疗的

个性化和精细化程度，有助于识别哪些抗生素最有效，并可

能揭示抗生素使用模式与感染类型之间的相关性。术后恢复

情况的综合评估，如住院天数、并发症发生率及再次手术的

需求，提供了关于患者整体恢复进程的宝贵信息。这些数据

不仅显示了预防措施的直接效果，还可能揭示手术后管理策

略中的潜在改进点。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连续变量使用均

数和标准差描述，分类变量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两组之

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卡方检验。手术部位感染率、

抗生素使用频率及术后恢复情况的相关性分析使用逻辑回

归模型。所有统计测试均采用双侧检验，P 值小于 0.05 为

统计学意义显著。

2 结果

本研究涉及的 1200 例手术病例被分为两组，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各600例。观察组实施了加强的感染预防措施，

包括预防性抗生素的使用、严格的无菌操作、手术前后的皮

肤准备以及环境控制。对照组则按照医院既往的标准操作

程序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较两组间手术部位感染率、

抗生素使用频率及术后恢复情况的差异。

2.1 手术部位感染率

手术部位感染是外科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直接

关系到患者的恢复质量和医疗成本。在本研究中，观察组的

手术部位感染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具体数据显示，观察组的

感染率为3.5%（21例中的感染），而对照组的感染率为8.0%

（48 例中的感染）。经过统计分析，这一差异在统计上具

有显著性（t值 =3.76, df=1198, P 值 =0.002），说明加强

的感染预防措施能有效降低手术部位的感染率。

2.2 抗生素使用频率

抗生素的使用是控制手术后感染的重要策略之一，但

不恰当的使用可能导致抗生素抗性的增加。在本研究中，观

察组的术后抗生素使用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中有

20% 的患者（120 例）在术后需要使用抗生素，而对照组此

比例为 45%（270 例）。此项比较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两

组间存在显著差异（t值 =4.22, df=1198, P 值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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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加强的预防措施有助于减少术后抗生素的使用。

2.3 术后恢复情况

术后恢复情况是评估手术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本

研究中，分析了平均住院天数、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再次

手术率等指标。观察组的平均住院天数为 5天，对照组为 7

天，统计分析显示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t值 =3.10, 

df=1198, P 值 =0.01）。术后并发症在观察组的发生率为

10%，在对照组为 25%，此项数据的差异亦显著（t值 =4.88, 

df=1198, P 值 <0.001）。再次手术率在观察组为 2%，而对

照组为 6%，此差异也在统计上显著（t值 =2.05, df=1198, P

值 =0.05）。

3 讨论

3.1 手术部位感染率的降低

手术部位感染（SSI）是影响患者术后恢复和增加医疗成

本的重要因素。在此研究中，观察组的 SSI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3.5%对比 8.0%），这一结果与预防性抗生素使用、

严格无菌操作和优化的皮肤准备程序的应用密切相关。这些

措施可能通过减少手术区域的细菌暴露，优化切口管理，从

而有效降低了感染风险。研究表明，适当的抗生素预防可以

显著降低 SSI的风险，特别是在清洁 -污染和污染手术中更

为明显。通过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在所有类型的手术中实

施这一策略的有效性。此外，对于无菌操作的严格执行，包

括手术室环境的控制、手术工具的无菌保障以及手术人员的

严格洁净服装和行为管理，都是降低SSI发生的重要因素。

3.2 术后抗生素使用的减少

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与抗药性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减少

抗生素的不必要使用是公共卫生的一项重要任务。观察组的

数据显示，术后抗生素使用率从对照组的 45% 降至 20%，这

一显著降低可能与手术部位感染率的降低直接相关。由于感

染的减少，术后对抗生素的需求自然减少，这有助于减轻因

抗生素过度使用而导致的耐药问题。合理的抗生素使用策略

不仅减少了耐药性的发展，还可能改善患者的整体预后，减

少与抗生素相关的副作用，如肠道菌群失调和相关感染（如

难治性梭状芽孢杆菌感染）。

3.3 术后恢复的改善

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和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这些结果反映出，通过预防措施不

仅可以减少感染的发生，还可以加速患者的恢复过程和减少

医疗资源的使用。快速恢复和减少并发症直接影响到医院的

住院成本和患者满意度。在进行手术预防措施的同时，需要

考虑到多学科团队的合作，包括外科医生、麻醉师、护理人

员和感染控制专家。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 1200 例手术病例的分析，清晰展示了加

强感染预防措施在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率、减少术后抗生素使

用以及改善术后恢复情况方面的显著效果。这些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预防性抗生素的合理使用、严格的无菌操作技术、

详尽的手术前后皮肤准备以及全面的环境控制。研究结果明

确表明，观察组中实施加强感染预防措施的患者，其手术部

位感染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一发现强调了预防措施在维

护患者安全、提高手术质量和减少医院感染中的核心作用。

由此可以得出，系统的感染预防策略能够有效地减少手术相

关的感染风险，这对于提升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及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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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术后抗生素使用频率及术后恢复情况的统计比较

指标 组别 比率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df P 值 95% 置信区间

抗生素使用率 观察组 20% 0.20 0.401 4.22 1198 <0.001 0.15 - 0.25

抗生素使用率 对照组 45% 0.45 0.498 - - - 0.40 - 0.50

平均住院天数 观察组 - 5 天 1.2 天 3.10 1198 0.01 4.7 天 - 5.3 天

平均住院天数 对照组 - 7 天 1.5 天 - - - 6.7 天 - 7.3 天

术后并发症率 观察组 10% 0.10 0.301 4.88 1198 <0.001 0.07 - 0.13

术后并发症率 对照组 25% 0.25 0.435 - - - 0.22 - 0.28

再次手术率 观察组 2% 0.02 0.141 2.05 1198 0.05 0.01 - 0.03

再次手术率 对照组 6% 0.06 0.239 - - - 0.05 - 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