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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院内感染管理在改进手术室护理管理质量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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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中应用强化院内感染管理的临床价值。方法  研究样本为我院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5
月手术室内工作的 28名护理人员，其中 2020 年 1月- 2020 年 7月的手术室护理管理中采用常规管理方法，2020 年 8月- 2021 
年 5 月采用强化院内感染管理方法，前者命名为对照组，后者命名为实验组，对比两组手术室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等指标。
结果  实验组手术室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手术室护理管理质量改进中应用强化院内
感染管理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增强患者对手术室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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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开展手术治疗的主要场所，其中手术会给患者

带来侵入性的创伤，增加院内感染的发生风险。手术患者伴
发医院感染这一并发症，不仅会延长术后康复时间，降低手
术效果，同时还可能会恶化患者病情，危害患者的身心健康，
所以当前需要加强院内感染防控，加强手术室护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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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作为引发院内感染的高危科室，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时，
需要树立人性化理念，依据患者的身心需求以及实际工作经
验开展护理工作，但是由于当前手术室护理工作内容繁杂，
在长时间的工作后，护理人员会出现身心俱疲、责任意识降
低等情况，从而引发院内感染，所以当前应该为了提高手术
室护理管理效果，需要改进常规护理管理模式，积极有效落
实强化院内感染管理策略，更好的防范院内感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样本数据为近年来在手术室内开展护理管理工作的 28

名人员，其所负责的手术类型包括脑科手术、妇产科手术、
骨外科手术等，入选的护理人员在整个研究时间段内无变动
情况出现，且资料数据具有完整性，主动加入到此次实验中。
28 名工作人员中以女性为主，年龄最低与最高分别为 19 岁、
35 岁，平均年龄（21.33±8.76）岁，此次实验的进行获得
了护理部及院感防控组批准。 

1.2 方法 
在 2020 年 1 月-2020 年 7 月进行手术室内的常规护理管

理，具体在护理过程中应该遵照相关制度以及经验开展一系
列的手术室护理工作，如生命体征监护、手术室环境护理、
患者心理护理等。实验组在 2020 年 8 月-2021 年 5 月认识到
院内感染防控的重要性，对手术室护理管理质量进行改进，开
展强化院内感染管理，本文着重探究实验组的护理管理措施。 

1.2.1 制定院内感染管理制度 
医院内部在开展手术护理管理过程中，应该对感染监控

网络予以构建，选取手术室内部的护理人员、感染管控的工
作人员成立院感监控小组，针对手术室内的微生物含量进行
定期的检测，依据最终的检测结果分析手术室感染防控制度
落实是否达标，若不达标应该进行原因分析开展科学的整改。
除此之外，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使得手术科室内的护理人员
可以在制度的约束下进行感染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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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 
现阶段科室内部应该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其

树立院内感染防控理念，在培训的过程中应该以院内感染的
危害、院内感染防控要点、相关规章制度、院内感染针对性
的管理措施为主，从而有效强化护理人员的综合素养以及专
业技能，更好的开展院内感染防控工作。 

1.2.3 完善院内感染防控策略 
针对手术室护理管理所带来的院内感染，需要以手术室

护理工作特点作为依据，对院感防控策略加以健全，如应该
积极有效落实消毒隔离策略，防止已经消毒后设备出现二次
污染，并且针对患者已经使用过的器械设备进行详细的清洗、
消毒，以免患者与患者之间出现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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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内也要进行定期的紫外线消毒以及空气消毒处理，准
确记录相应器械设备的清洗次数。再比如，手术室内应该进
行科学布局，详细划分无菌间、手术间，并安排专人检查区
域内卫生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SPSS.23 处理指标数据，指标数据类型以计数资料、计

量资料表示，分别以卡方检验、t 检验表示，结果最终表现
为百分比、±标准差，P＜0.05 证明组间有差异存在。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室护理质量对比 

表 1两组手术室护理质量对比 

组别 消毒隔离 手卫生 规范操作 

实验组（28 名） 98.98±1.03 97.71±2.03 98.01±1.28 

对照组（28 名） 95.12±2.79 88.32±3.81 94.12±1.51 

T 4.119 8.701 5.914 

P P＜0.05 P＜0.05 P＜0.05 

2.2 两组手术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选取 132 例患者，实验组选取 134 例患者，两组

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见表 2。 
表 2两组手术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组别 护理满意度评分 

实验组（28 名） 95.12±3.01 

对照组（28 名） 89.07±2.98 

T 8.012 

P P＜0.05 

3 讨论 
手术室护理管理质量直接影响医院感染发生率，所以当

前应该认识到院感防控的重要性，在手术室护理管理过程中，
开展院内感染强化管理，突破常规护理的局限性，开展制定
院内感染管理制度、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完善院内感染防
控策略等一系列院感防控设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院内感染
的发生风险，实现手术室护理质量的提升。 

本文开展对比研究实验，最终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强化
院内感染的实验组，手术室护理质量以及患者护理满意度评
分高于对照组，表明强化院内感染管理在改进手术室护理管
理质量中的应用价值显著，值得进一步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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