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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房肝病患者陊内感染防控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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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探究传染病房肝病患者陊内感染防控及针对性护理措斲。斱法：选叏我陊收治癿 64 例肝病患者作为本次实验癿
研究对象，均符合入组标准，将其陑机分配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 32 例患者，幵分别使用丌同癿护理斱法。观察组使用对
因护理，对照组使用常觃护理，亍护理后对比感染率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使用对因护理癿观察组，仅 1 例患者感染，感染
率（3.12%），使用常觃护理癿对照组，6 例患者感染，感染率（18.75%），对照组感染率明显更高亍观察组，数据间统计
学意义明显（P＜0.05）。其次，观察组生理能力、精神健康、身体疼痛等生活质量评分明显由亍对照组，（P＜0.05）。结
讳：将对因护理应用亍传染病肝病患者陊内护理感染防控护理中有较高癿应用价值，可有效陈低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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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肝病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受影响严重，极易出现感染情况，

护理难度较大。本次对照实验中，围绕传染病房内肝病患者
院内感染防控护理措施进行了详细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对照实验的研究对象为我院于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收治，共 64 例，均为肝病患者，且病症类型主要为原
发性肝癌、急性肝炎、肝硬化。据调查，64 例患者符合肝病
临床诊断标准，且家属已在知情同意书中签字，且患者除本
身病症外，无精神类病史，可无障碍交流，符合入组标准。
入组后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了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 32 例患者。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13 例，
年龄介于 49~62 岁，平均年龄（58.56±2.11）岁；观察组中，
男女患者例数分别为 15 例、17 例，最小年龄 44 岁，最大年
龄 68 岁，平均年龄（59.63±2.64）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无较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方式应用于对照组。护理人员需密切关注患

者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强化护理针对性，提升感染防控力度；
同时对于已经感染的肝病患者需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治疗。 

观察组使用对因护理。（1）强化人员素质。传染病房内
肝病患者护理难度较高，护理人员是护理工作的参与者、实
施者，其专业素质高低与感染防控质量密切相关，但据实际
情况来看，我院传染病房内部分护理人员因工作经验较为薄
弱并无较强的专业素质，在参与护理工作的过程中易形成安
全隐患

[1]
。对此，护理管理部门应组织组内护理人员进行专

业技能培训。同时，在强化护理人员专业素质的过程中应强
化其对相关标准、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操作能力的掌握，并定
期考核护理人员对传染源的处理能力。（2）制定无菌操作流
程。护理人员在对肝病患者实施护理的工作中，必须要确保
操作的无菌性，若自身消毒灭菌未达标便进行护理操作，极
有可能造成侵袭性操作，从而使患者沾染细菌，提高感染风
险。因此，必须要制定更为完善的无菌操作流程，并做好质
量监督及无菌操作考核。（3）加强基础护理。对因护理模式
中，除重点进行感染防控外，还应进行基础护理，如饮食指
导、环境护理、康复训练等，使护理人员能够日益形成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病魔

[2]
。（4）药物护理。肝病患

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到较多类型的药物，由于对
所用药物了解较少，因此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抗拒性，护理人
员应在每次服药前尽可能让患者了解所服用药物的基本知识
及对病症的作用。同时，护理人员除加强与患者的交流外，
还应与其家属多加交流，向其讲述肝病相关健康知识，促使
其能够在共同监督患者，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感染率。 

1.3 观察指标 
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以感染率、生活质量评分为准。 
1.4 统计学处理 

将 SPSS23.0 作为本次实验的统计学处理工具，实验结果
使用 t 值检验，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统计学意义，表示
为（P＜0.05）。 
2 结果 

2.1 感染率对比 
使用对因护理的观察组，仅 1 例患者感染，感染率

（3.12%），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6 例患者感染，感染率
（18.75%），对照组感染率明显更高于观察组，数据间统计
学意义明显，（P＜0.05）。 

2.2 生活质量对比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分） 

组别 n 生理能力 精神健康 身体疼痛 

观察组 32 66.53±12.63 63.99±10.54 45.26±5.23 

对照组 32 50.51±7.43 44.69±8.87 70.52±10.84 

t值  7.718 9.272 16.332 

P值  ＜0.05 ＜0.05 ＜0.05 

观察组生理能力、精神健康、身体疼痛等生活质量评分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传染病房是医院重点病房之一，主要收治存在感染性疾

病或有感染风险的患者。肝脏是人体至关重要的消化系统类
器官，具有排毒、稳定内环境平衡的作用，但部分患者因存
在肝病，进而极大的影响了自身免疫能力，极易出现院内感
染情况，因此护理难度极高。肝病是临床上治疗难度较大的
病症类型，同时也属于慢性类病症，前期对患者身体的影响
较小，随着病症情况的逐步恶化，患者自身身体机能会严重
下降

[3]
。肝病患者在传染病房中有较大可能会产生院内感染，

据实际调查情况来看，肝病患者出现院内感染的影响因素与
年龄、住院时间、侵袭性操作有关，对此，在护理过程中必
须要严格按照院内感染影响因素而进行防控护理，从而最大
限度的降低感染率。本次对照实验中，将所选取 64 例肝病患
者随机分配为了使用不同护理方式的观察组和对照组，据实
际应用情况来看，使用对因护理的观察组，其感染率仅为
（3.12%），而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感染率高达（18.75%），
明显高于观察组，（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后其
生理能力、精神健康、身体疼痛等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对照
组，且数据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 

通过本次实验来看，对因护理在传染病房肝病患者感染
防控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极高，可有效针对感染主要影响因素
实施管控，降低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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