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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安全管理对在血透室院内感染控制效果的影响研究 
刘丽琼 

桂林市全州县中医医院  广西桂林  541500 

摘要：目的：研究并分析护理安全管理对在血透室院内感染控制效果的影响。方法：抽取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6月期间，
在本院血透室进行治疗的患者 120 例。根据不同的护理管理模式，分为常规组与管理组，每组 60 例患者。在进行血液透析治
疗期间，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的方式，管理组则采用护理安全管理的方式。记录患者在血透室治疗期间的各项卫生指标以
及发生院内感染的情况。结果：管理组患者的各项卫生指标优于常规组，P＜0.05；管理组患者在院内感染的发生率低于常规
组，P＜0.05。结论：患者在血透室治疗期间，采用护理安全管理后，有效地提升了患者各项卫生指标的合格率，同时也降低
了患者在血透室院内感染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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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肾功能衰竭的患者而言，血液透析室是进行治疗的

一个主要场所。为了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需要加强血透室

的护理安全管理，以此来降低患者在透析治疗期间发生院内

感染的概率。根据上述情况，我院在部分血液透析患者的治

疗期间，采用护理安全管理模式，并研究分析了该管理模式

对在血透室院内感染控制效果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在本院血透室进

行治疗的 120 例患者。根据护理管理模式的不同分为常规组

的管理组，每组患者各 60 例。120 例患者中有 72 名，女性

48 名，患者的年龄在 27-65 岁之间（49.3±12.1）岁。在研

究进行前，已经排除了 120 例患者有精神类疾病，对比两组

患者基本信息，（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在血液透析治疗期间，常规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模

式，主要包括的内容：遵医嘱对患者实施护理治疗工作，观

察并记录患者治疗期间发生院内感染的情况，并及时进行干

预治疗。 

管理组患者在治疗期间采用护理安全管理的措施，具体

内容包括： 

①加强宣传教育：护理人员缺乏安全意识，部分意识操

作不够规范。因此，当患者进入血液透析室后，核对患者信

息并指导患者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是必不可少的。在治疗开始

前，提前告知患者在治疗期间应该注意的事项和相关的无菌

操作知识。协助患者调整好治疗仪器并对患者家属进行入院

知识教育。 

②强化患者自身护理管理: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实

际情况，将所有进入血液透析室的患者按照疾病的类型进行

分区治疗。患者在开始治疗前，需要用免洗消毒液对患者进

行手部消毒，并教会患者正确的洗手方法，叮嘱患者注意个

人卫。加强留置管护理，使管道与皮肤的交界处保持干燥卫

生，防止感染；不仅要加强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宣传教育，还

需要强化居家护理的宣传和教育，并对患者知识的掌握程度

进行考核，再针对行的宣教，避免感染的发生。 

③护理操作人员管理：每个护理小组由护士长带领，定

期检查护理小组的工作，发现问题时及时纠正，避免意外的

发生，并需要制定血透室护理安全管理考核内容，定期组织

护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血透患者护理操作

要点，无菌操作规范以及院感知识，使每位护理人员都能够

真正意识到护理管理对控制院内感染的重要性，强化防控意

识。 

④病区环境安全管理：合理划分血透室区域，设置并标

识清洁区、无菌区、污染区等区域。在一位患者在治疗后都

需要对透析机进行一次消毒，每次透析结束后，对于不同机

型的机器，根据透析机说明书对机器内部及管道进行化学或

热消毒处理，患者治疗前后均需要对血透室进行消毒，保持

通风，并在规定时间用紫外线灯在病区进行消毒。 

1.3 评价指标 

1.3.1 根据卫生质量控制检测标准，判断所有患者卫生

指标是否合格，内容包括：患者的手部卫生、患者使用仪器

的合格情况、消毒液合格情况以及病区的空气质量。 

1.3.2 记录患者在院期间发生院内感染的数量，并将两

组进行对比。 

1.4 统计结果 

用 SPSS23.0 分析对本次研究数据进行计算，计量资料用

t，x
2
检验表示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卫生指标合格情况，结果：管理组患

者的卫生指标合格情况均优于常规组，P＜0.05，见表 1. 

表 1 卫生指标合格情况分析（n，%） 

组别 总人数 手卫生 消毒液 使用仪器 空气质量 

常规组 60 46（76.67） 43（71.67） 47（78.33） 50（83.33） 

管理组 60 51（85.00） 53（88.33） 55（91.67） 57（95.00） 

x
2
 -- 5.2673 4.8325 5.9872 4.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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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473 0.0369 0.0182 0.0475 

 

2.2 在不同的护理模式下，血透室院内感染的对比结果； 管理组患者院内感染发生率低于常规组，P＜0.05，见表 2。 

 

表 2 院内感染率分析（n，%） 

组别 例数 院内感染例数 院内感染发生率 

常规组 60 9 15.00% 

管理组 60 2 3.33% 

X
2
 -- -- 4.9573 

P -- -- 0.0364 

 

3 讨论 

血液透析的治疗原理是通过血液净化的方式，将患者体

内有毒物质排出体外，以净化血液的方式起到缓解症状的目

的。医院感染管理是在临床中常见而又困难的一项工程，直

接影响到护理管理的水平和质量。因此，控制医院的感染主

要需要完善护理制度。研究发现血透室感染率较高，存在着

许多问题和不足。如：①护理人员缺乏安全意识，部分意识

操作不够规范；②院内护理人员对消毒意识概念模糊，消毒

的方式方法掌握不清，消毒工作不到位；③护理人员的防控

意识比较淡薄，并未真正意识到护理管理的重要性。近几年，

医疗技术不断进步，血液透析技术在临床中是一种重要的治

疗方式，而在这过程中无时无刻需要临床护理工作，若稍有

不慎就会造成院内感染。因此，该治理方式对环境有较高的

要求，需要患者在相对干净卫生的环境下进行治疗，以此来

提高治疗效果并且能够降低感染率及并发症发生的概率。在

本次研究中可以发现，实施护理安全管理，能够使患者及其

家属对于治疗的目的更加明确，在治疗期间也可以向患者和

家属普及相关知识，定期举办学习讲座和相关知识的培训，

提高对健康卫生的认识。将护理安全管理纳入考核后，大大

提高了护理人员的防范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强烈，同

时还能够提升护理人员整体素质水平和业务能力。明确分工

各个工作区域，定期进行消毒，及时清理医疗垃圾，不仅能

够使护理人员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而且可以有效管控污染源

头，最大限度提升治疗效果，进一步提高了护理水平，有效

降低了透析室院内感染的发生率。 

研究结果：管理组患者的的卫生指标合格情况均高于常

规组，P＜0.05；管理组患者院内感染发生率低于常规组，P

＜0.05。 

根据以上研究分析，在血液透析患者的治疗期间，采用

护理安全管理，有利于提升患者的各项卫生指标的合格率，

并且能够降低患者出现院内感染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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