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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在感染科信息化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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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微信平台在感染科信息化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本院感染科病房在职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共

纳入 38 名，将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未实施微信平台管理前作为对照组，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实施微信平台

管理后作为研究组，微信平台实施前后护理人员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和工作效率改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和实施前比较，实施

后护理人员相关知识考核达标率明显升高（P＜0.05），医患纠纷以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降低（P＜0.05），护士满意度得分升

高（P＜0.05），护理人员晨会时间、月例会时间减少（P＜0.05）。结论 在感染科信息化护理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微信平

台可以有效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护理人员对科室内相关知识的认知，临床上应当进一步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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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病房管理的效果与信息是否有效沟通有着密切联

系，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有大量的信息需要传递和反馈。

微信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沟通软件，可以进行语音、视频、

文字以及图片等多种方式的信息传播，而且微信还具备群聊

功能，群内人员可进行相关问题的积极讨论。在临床护理工

作中，对于护理通知、医院通知等信息需要进行尽快的传递，

微信刚好具有这一功能，可以实现相关信息的实时传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感染科病房在职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共纳

入 38 名，将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未实施微信平台管理

前作为对照组，将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实施微信平台

管理后作为研究组，本次研究进行期间，本院护理人事未出

现明显变动，排除因人事变动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入组护理

人员均为女性 38 名，年龄 22-48 岁，平均年龄（29.4±2.1）

岁，其中护士 19 名，护师 15 名，主管护师 3 名，副主任护

师 1名，学历：专科 2（2）名，本科 34 名，硕士 1名,研究

生 1 名。纳入标准：（1）均为我院在职护理人员；（2）非

孕期或哺乳期护理人员；（3）对本次研究内容知情。排除标

准：（1）来本院实习护理人员；（2）来本院学习交流护理

人员；（3）科室流动学习护理人员；（4）产假或病假期间

护理人员。 

1.2 方法 

在实施微信平台护理管理前，主要是通过早会、电话、

月例会等方式进行信息传播，或是单纯与护理人员进行口头

传播，进而导致信息传递延迟或出现产地遗漏或错误传递的

发生。在实施微信平台护理管理后，通过微信进行相关信息

的传递，微信平台的主要应用方式如下：①在感染科建立危

险群，由本科室护士长或资深护师担任群管理人员，主要负

责微信群的维持和管理
[2]
。②建立微信管理小组，对微信内

容的正确性、及时性以及微信传达的有效性进行监管，对于

发布的错误信息进行及时纠正，组内成员各自负责自己本职

工作内的相关信息传达，进而保证信息传达的准确。③在护

理部每次例会结束后，护士长可以对本次例会的工作安排进

行发布，使护理人员可以及时了解本次例会的主要内容。④

可以通过微信进行专科业务知识的学习，进行相关护理知识

的发布，比如新的手术方式、新药以及新技术等，实现护理

人员的持续学习，使护理人员随时可以接受新的护理理念以

及护理方法。⑤通过微信群进行护理风险管理，可以将安全

通知在微信群内进行通知，使安全措施得以落实。⑥可以通

过微信群进行护理质量控制，对于存在的问题由护士长在微

信群中进行及时反馈，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1）对本科室护理人员微信平台管理实施前后对相关知

识的知晓情况进行评估，采用试卷考核的方式进行评估，总

分 100 分，所得分数在 90 分以上为优秀，80-90 分之间为良

好，60-80 分之间为合格，低于 60 分为不合格，合格率=（优

秀+良好+合格）÷总例数×100%。（2）护理质量评价，研究

期间院内不良事件、医患纠纷的发生情况进行观察记录。（3）

对护士满意度进行调查，主要包含护患沟通、健康教育、工

作模式、病情观察、应急机能、专业机能以及医护沟通等多

个方面，分值设置满分为 100 分，护理人员所得分值越高，

证明医生对于护理人员工作的满意度越高。（4）记录微信平

台实施前后科室内护理人员的晨会、例会时间以及相关信息

发布、接收以及反馈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SPSS18.0 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进行 X
2
（%）检

验，计量进行 t 检测（ sx  ）检验，P＜0.05 提示有显著差

异。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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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护理人员相关知识考核分析 

实施后护理人员感染科相关知识考核达标率明显高于实

施前（P＜0.05），具体见表 1。 

表 1 护理人员相关知识考核对比（例，%） 

组别 例数 优秀 良 合格 不合格 合格率 

实施前 38 15(39.5) 9(23.7) 8(21.1) 6(15.8) 32(84.2) 

实施后 38 25(65.8) 6(15.8) 6(15.8) 1(2.6) 37(97.4) 

X
2
 / 4.314 0.317 0.374 4.317 5.374 

P / ＜0.05 ＞0.05 ＞0.05 ＜0.05 ＜0.05 

 

2.2 护理质量达标情况分析 

实施后不良事件以及医患纠纷的发生情况低于实施前（P

＜0.05），实施后护士满意度得分高于实施前（P＜0.05），

具体见表 2。 

表 2  护理质量达标情况对比（例，%） 

组别 不良事件 医患纠纷 满意度（分） 

实施前（n=246） 12（4.9） 12（4.9） 82.4±2.1 

实施后（n=249） 2（0.8） 1（0.4） 96.3±2.4 

T/X
2
 4.452 4.081 14.242 

P ＜0.05 ＜0.05 ＜0.05 

2.3 微信平台实施前后相关时间改善情况分析 

实施后护理人员晨会时间、月例会时间、通知发布至接

收时间以及信息接收时间至反馈时间均低于实施前（P＜

0.05），具体见表 3。 

 

表 3  微信平台实施前后相关时间改善情况对比（ sx  ） 

组别 例数 晨会时间（min） 月例会时间（min） 通知发布至接收时间（min） 信息接收至反馈时间（min） 

实施前 38 14.1±1.3 66.6±3.4 14.6±1.7 16.4±3.1 

实施后 38 10.2±1.1 45.2±3.1 10.1±1.2 11.1±3.1 

X
2
 / 12.347 13.477 11.478 16.474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微信群内不定期进行新护理理念、新技术等的分享，

实现护理人员的不断学习和进步，使护理人员的个人业务能

力可以得到不断提高。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后护理人员

感染科相关知识考核达标率明显高于实施前（P＜0.05），且

实施后不良事件以及医患纠纷的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实施前（P

＜0.05），实施后护士满意度得分高于实施前（P＜0.05），

这一结果说明，通过微信平台进行相关知识的发布，使护理

人员的个人技能不断完善，进而提高对本科室内相关知识的

知晓率，降低护理不良事件，有效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 

综上所述，在感染科信息化护理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

微信平台可以有效提高护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及工作效率，提

高护理人员对相关知识的认知，降低不良事件及医患纠纷的

发生，护理人员晨会时间、月例会时间、通知发布至接收时

间以及信息接收时间至反馈时间明显缩短，临床上应当进一

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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