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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感染护理对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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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文旨在探究对重症监护病房患者采用强化感染护理管理模式后的应用效果，并探究不同管理方式对其患者护理
满意度及两组患者感染率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间收治的 260 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并采用随机
分配的方式，且在所有患者知情自愿的前提下，平均分为常规护理管理参照组和强化感染护理管理模式观察组，每组 130 例。
采用不同护理管理方法后，就强化感染护理管理模式对于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的护理满意以及患者感染率是否有所影响，并根据
以上数据做出分析研究。结果：采用强化感染护理模式患者护理满意度 90.0%，高于采用常规管理护理方法患者的 65.0%。采
用强化感染护理的观察组多重耐药菌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对于患者降低感染率起到了积极效果。结论：将强化感染护理模
式应用于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的疗护中，能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促进患者健康，有利于降低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率，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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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患者多为危重症患者，由于该类物

较多，使重症监护病房成为医院多重耐药菌感染高发科室
[1]
。

该感染具有高病死率、易流行、爆发等特点，常导致重症监
护室患者病死率增加。有研究指出，对重症监护室患者实施
强化感染护理可有效提高监护室各项卫生标准合格率，降低
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率

[2]
。因此我科对 260 例重症监护病房

患者分别进行了常规护理和强化感染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
者护理满意度评分及多重耐药菌感染概率，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9 年 9 月～2020 年 9 月间收治的 260 例重

症监护病房患者，保证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
并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成采用常规护理的参照组和强化
感染护理干预的观察组 2个组别，每组各 130 例。 

采用基础知识教育和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中：年龄 25 岁～
72 岁，平均 56.2±2.7 岁。 

采用精细化、专业性的强化感染护理干预的观察组中，
年龄 26 岁～73 岁，平均年龄 59.6±2.1 岁。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不显著,没有
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①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入院后，了解患者病程以往病史，

建立患者档案，医生应指导并协助患者完善相关检查，为患
者提供相关治疗手册，引导患者了解本次护理方法提高患者
依从性。 

②明确诊断结果，研究出与患者相适应的医疗进程，嘱
咐家属及患者定期复诊，积极跟进患者生命特征及时告知患
者及家属有关的护理方案，且在患者及家属的同意下进行本
研究。 

③在观察组护理中加强日常消毒，为重症病房患者病房
内增加洗手池，加强医护人员正规消毒事项，从根源入手防
止病菌传入。 

④为观察监护人，建立有效医患联系，由主管医生和护
士定期宣传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的注意事项以及相关知识，对
于患者院外异常情况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避免延误病情。 

⑤观察组根据科室接待的患者情况及护士基本状况等，
适当减少护士分管的患者人数，通常情况下，需控制每名护
士分管的患者人数不超过 3 人，目的在于确保护理质量及护
理操作实施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定期组织科室护士进行专业
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如

[3]
：风险防范、护患沟通技巧和院感防

控等，以不断提高护士的综合素养与操作技能保证护理质量。 
1.3 观察指标 
为患者制定对于护理满意度的相关调查问卷，问卷内包

含患者的满意度、综合体验等，整篇问卷运用百分制进行统
计，并按照超过 95 分、80 至 95 分、小于 80 分共三个范畴

将评分分为较之前生活质量有满意、和较为满意，不满意。
选取满意与较满意在总满意度中占比重作为数据最终结果。 

观察患者多重耐药菌发生概率并对以上数据进行记录对
比。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有关于“强化感染护理对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多重耐

药菌感染的影响”的研究数据资料的分析、处理使用相关统
计学系统进行录入。患者护理后满意度及意外情况发生调查
情况的计数资料均以百分率[n(%)]表示，采用 X

2
检验，采用

相关系统计算并得出结果，若 P＜0.05，则有关于以强化感
染护理在重症监护病房护理中应用后患者满意度及多重耐药
菌发生情况的数据对比中，对比差异显著，研究具备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65.0%，其中满意 90 例 (50.0%)、

较满意 13 例(15.0%)、不满意 27 例(35.0%);采用强化感染护
理干预的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0.0%，其中满意 113 例
(65.0%)、较满意 15 例(25.0%)、不满意 2例(10.0%)。 

对照组多重耐药菌发生率为 12.5%，采用强化感染护理
干预的观察组多重耐药菌发生率为 5.7%，经研究表明，观察
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因此强化感染护理管理应
用于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护理管理中具有良好效果，对于降低
患者多重耐药菌发生率具有积极作用，利于维护良好的医患
关系，有利于患者康复。 

3 讨论 
有研究指出，对重症监护室患者实施强化感染护理干预，

可有效提高重症监护室医疗废弃物处理、个人防护用品、卫
生合格率，降低患者多重耐药菌的感染率

[4-5]
。根据本文研究

数据可证实这一观点，观察组采用强化感染护理干预后患者
生活质量及多重耐药菌感染率，明显较对照组发生概率低，
强化感染护理干预值得在重症监护室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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