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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内传染病预防控制与医院感染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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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医院内传染病预防控制与医院感染的管理措施。方法：选取我院在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收治的

7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实施医院感染管理）、对照组（未实施医院感染管理）各 35 人。比较两组管理满意度、医

院内传染病发生率。结果：相比对照组，观察组管理满意度较高、医院内传染病发生率较低（P<0.05）。结论：通过进行

医院内传染病预防控制并实施医院感染管理，能够获得更高的管理满意度，减少医院内传染病的发生。

关键词：医院内传染病；预防控制；医院感染管理

在医院环境中，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医院内

传染病可能源于就诊患者、医务人员或其他医院工作人员 [1] 

。若不加以有效控制，这些传染病可能传播给易感患者、医

务人员和医院周围的社区，导致健康受损和生命损失。因此，

对医院内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以及医院感染的管理，对于

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2] 。本研

究旨在探究医院内传染病预防控制与医院感染的管理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收治的 70 例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男 19 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40.64±5.12）

岁；对照组男 18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40.17±5.51）岁。

一般资料无差异，P>0.05。纳入收治入院治疗的患者。排除

存在沟通障碍或认知障碍的患者。

1.2 方法

观察组实施医院感染管理：（1）环境卫生：医院应定

期对各个区域、设备和表面进行清洁和消毒，包括病房、手

术室、诊疗室、洗手间等。使用合适的清洁剂和消毒剂，并

确保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清洁和消毒。建立规范的医疗废物

管理制度，对医疗废物进行分类、包装、存储和处理。严格

按照相关法规和标准进行操作，确保医疗废物不会造成交叉

感染。保持良好的室内空气质量对于预防空气传播的传染病

至关重要。医院应定期清洁和更换空调过滤器，确保空气循

环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保持良好的通风，避免空气滞留。

医院内的水质安全也是环境卫生的重要方面。医院应建立水

质管理制度，定期对自来水、洗手间和医疗设备用水进行检

测和处理，确保水质符合卫生标准。医疗设备的清洁和消毒

是防止交叉感染的重要环节 [3] 。医院应对各类设备进行定

期的清洁和消毒，确保设备在使用前后都符合卫生要求。建

立垃圾分类和处理制度，将不同类型的垃圾进行正确分类和

处理。同时，妥善处理医疗垃圾，避免对环境和人群健康造

成危害。（2）医务人员防护：医务人员应佩戴适当的个人

防护装备，包括口罩、手套、护目镜或面罩等。根据传染病

的传播途径和风险评估，选择合适的防护装备，并正确佩戴

和使用。严格遵守洗手和手卫生的规范操作。在接触患者前

后、进行操作前后、接触污物后等时机，应用肥皂和流动水

彻底洗手，或使用合适的酒精洗手液进行手消毒。医务人员

在接触患者时应注意采取必要的接触预防措施。这包括避免

直接接触患者的体液、分泌物和血液，同时正确使用一次性

手套，并在接触后及时更换。对于可通过空气传播的传染病，

医务人员应佩戴合适的口罩或呼吸防护设备，以减少呼吸道

飞沫的吸入和传播。对于患有传染病的患者，医务人员应根

据病情和传播风险采取适当的隔离措施。这可以包括接触隔

离、滴入隔离、空气传播隔离等，以防止传染病在医院内扩

散。医院应对医务人员进行相关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和防护培

训，提高其对感染控制措施的认识和操作技能。医务人员应

定期接受培训，并了解最新的预防控制指南和标准操作程

序。此外，医务人员应定期接受健康监测，如体温检测和症

状监测等。同时，如发现自身有感染风险或疑似感染的情况，

应及时报告并接受相应的处理和隔离。（3）患者管理：制

定完善的传染病筛查制度，确保尽早识别疑似传染病患者。

这可能包括体温监测、旅行史和接触史询问、病原体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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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确诊或疑似传染病患者，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包括将

患者安置在单独的病房或区域，限制患者外出活动等。对传

染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和医学观察，以防止感染扩

散。确保患者就诊流程符合感染控制原则，比如实施分时段

就诊、设置隔离病房和通道等，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对于免

疫力低下或易感患者，采取保护性医疗措施，如接种疫苗、

预防性用药等。向患者和家属宣传传染病预防知识，提高其

防范意识。同时，告知患者和家属医院感染的风险和应对措

施，以获得他们的理解和配合。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提供

心理支持，减轻焦虑和恐惧。这对于预防院内感染和促进患

者康复具有重要意义。鼓励患者和家属参与医院感染防控工

作，共同维护环境卫生和遵守感染控制规范 [4] 。（4）监测

与报告系统：建立感染监测系统，对医院内的感染情况进行

监测和统计。通过收集和分析感染数据，可以及时发现和评

估感染风险，为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依据。建立感

染报告机制，要求医务人员必须及时准确地上报和记录感染

病例。这有助于及早发现和通报感染事件，以便采取隔离、

治疗和预防措施，防止感染扩散。设定相关的监测指标，如

感染发生率、手卫生合规率、器械消毒合格率等，用于评估

医院内感染控制的效果和质量。通过定期监测这些指标，可

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纠正措施。建立健全的信息系统，用

于存储和管理感染监测和报告的数据。这样可以更方便地进

行数据分析和跟踪，及时生成报告和提供决策依据。此外，

医院应对医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和教育，使其了解感染监测

与报告系统的重要性，并掌握正确的操作流程和标准，提高

数据收集和报告的准确性和及时性。（5）教育培训与宣传：

针对医务人员的职业特点和工作环境，医院应组织针对性的

职业健康教育培训，包括手卫生操作、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消毒灭菌技术等，提高医务人员的感染控制意识和操作技

能。定期开展培训和考核活动，对医务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

培训和考核，加强对感染控制的理念和操作技能的培养，确

保医务人员掌握正确的操作流程和标准。通过内部通知、会

议、培训等方式，向医务人员宣传和推广医院的管理制度和

相关政策，确保医务人员了解和遵守相关规定和标准，保障

感染控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可通过媒体及时发布医院内传染

病预防控制和医院感染管理的相关信息，加强对社会公众的

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传染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可以收

集和宣传一些关于感染控制的成功案例和典型经验，以激发

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同时也可以向社会公众展

示医院的管理水平和成效。（6）跨部门协作：医院应积极

与卫生保健部门进行合作，共同开展传染病预防控制和医院

感染管理工作。卫生保健部门可以提供相关政策指导、技术

支持和培训服务，为医院的感染控制工作提供帮助。医院应

建立跨部门的感染控制委员会，由医院内的各个部门和专业

人士组成，负责协调和推动医院内的感染控制工作。感染控

制委员会可以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和解决相关问题，制定和

完善医院内的感染控制方案和标准。医院管理部门应积极参

与医院内的感染控制工作，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确保医院内的感染控制工作得到有效落实。同时，医院各临

床科室应密切合作，共同开展感染控制工作。临床科室可以

加强对患者的筛查和预防工作，及时发现和隔离疑似感染病

例，同时也要做好感染控制的相关操作，如手卫生、穿戴防

护用品、消毒等。而对照组未实施医院感染管理。

1.3 观察项目

管理满意度、医院内传染病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 处理数据，（ x ±s）与（%）表示计量与计

数资料，分别行 t 与 x2 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管理满意度：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管理满意度【n(%)】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35 25 9 1 34（97.14）

对照组 35 16 11 8 27（77.14）

x2 7.251

P <0.05

2.2 医院内传染病发生率：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 2  医院内传染病发生率【n(%)】

分组 n 发生例数 发生率

观察组 35 4 4（11.43）

对照组 35 8 8（22.86）

x2 9.025

P <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传染病的频繁爆发和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的日益加重，医院内传染病预防控制与医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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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管理工作变得越发重要。医院作为患者聚集的场所，易

发生各种传染病的传播，从而增加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感染风

险。因此，为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有必要对医院内传染病

预防控制与医院感染管理进行研究和改进 [5] 。

医院内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目标是预防和控制医院内的

感染传播，保护患者、医护人员和访客的健康。通过规范的

操作流程、严密的监测和有效的管理，可以降低医院内感染

的发生率，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6] 。医院感染管

理是指对医院内发生的感染进行监测、报告、调查和处理的

一系列管理措施 [7] 。它包括建立完善的感染监测系统、制

定感染预防和控制的政策和指南、加强医务人员的感染控制

培训、以及及时有效地处理医院内出现的感染事件等方面的

工作 [8] 。本文通过探究医院内传染病预防控制与医院感染

的管理措施，结果显示，观察组管理满意度较高、医院内传

染病发生率较低（P<0.05）。原因为：通过加强预防控制和

管理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医院内感染和传染病的发生率。这

意味着患者在医院内接受治疗时更安全，不易受到交叉感染

的影响。医院内感染可能导致患者病情加重、延长住院时间

甚至危及生命 [9] 。强化预防控制和管理措施可以有效减少

感染的风险，保护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医院内感

染的发生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还可能增加治疗成

本和住院时间。通过有效的预防控制和管理，可以提高医疗

质量，减少并发症和不良事件的发生，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此外，加强预防控制和管理措施还可以保护医护人员免受感

染，维护他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 [10] 。

综上所述，通过进行医院内传染病预防控制并实施医

院感染管理措施，可以获得更高的管理满意度，使医院内传

染病发生率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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