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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的手卫生在控制院内感染中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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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护理人员的手卫生在控制院内感染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本文对我院收治的 100 例住院患者进行分组对比研
究，病例选取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11 月，其中将 50 例观察组以及 50 例对照组均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而观察组
需要规范护理人员手卫生，对比两组患者院内感染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分别采用不同护理模式后医院感染
发生率分别为 8%和 24%，组间数据比较后以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护理人员手卫生能够有效降低院内感染发
生率，控制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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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感染则是患者在住院过程中经过非医源性途径或者

医源性途径感染疾病。医源性感染对于患者的生命安全具有
一定的威胁，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护理人员双手细菌和
其他人群相比较多，因此直接或者间接经过手传播

[1]
。临床

研究表明，加强护理管理，对护理人员手卫生进行规范能够
降低院内感染发生率，可避免对患者身体产生损伤。此次研
究分析护理人员的手卫生在控制院内感染中的应用效果，内
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对我院收治的 100 例患者进行分组对比研究，入选

者均为住院患者，患者病例选择时间 2021 年 2 月-2021 年 11
月，24-60 岁为对照组病例年龄分布，平均年龄（45.5±2.8）
岁，男性 35 例，女性 15 例；22-61 岁为对照组病例年龄分
布，平均年龄（48.8±3.0）岁，男性 33 例，女性 17 例。对
比以上资料的过程中选择统计学软件，组间数据 P＞0.05。 

1.2 方法 
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入院后均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

与此同时对护理人员手卫生进行规范。在干预过程中通过专
业人员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而后对患者进行护理，并定期
对住院患者感染数据进行收集，比较两组差异。 

1.3 评估指标 
比较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 
1.4 统计学 
观察和对照两组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均选择SPSS23.0

软件，结果表现分别为率，检验均选择卡方，如组间数据进
行统计后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组间 P＜0.05。 

2 结果 
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分别采用不同护理模式后医院感

染发生率分别为 8%和 24%，组间数据进行统计后存在显著差
异，说明组间 P＜0.05，见表 1。 

表 1对比两组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发生例数 发生率 

观察组 50 4 8 

对照组 50 12 24 

X
2
   4.7619 

P   0.0290 

3 讨论 
院内感染为患者住院时出现的感染，同时包含医院感染

出院后患病的感染。长时间以来医院对于院内感染投入并不
充足，仅仅重视临床效果以及收入情况，而医疗设备投入单
纯考虑经济问题，并未获取医院重视

[2]
。因为消毒以及灭菌

设备不会产生过多的经济效益，且现有的设备不能及时进行
更新，极易产生病原菌扩散。与此同时，多数毕业生缺少此
方面知识，对于院内感染无较强的意识，在工作过程中会简
化流程以及违反操作等，如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时操
作不规范，患者出院后并未及时消毒，产生呼吸道传染病并
未及时隔离等。 

伴随生活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医疗服务提出了高
要求。即使不断完善医疗机构，依旧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
此外医院感染由于复杂性以及自身危害性，逐渐受到医院以
及社会的重视

[3]
。医院需要提升控制院内感染的意识，加大

硬件的投入力度，将患者住院环境改善，病房定时通风以及
保暖，确保空气清新，控制病房温度以及湿度。此外还需要
进行隔离消毒，每日晨间需要进行护理，采用消毒湿巾，并
配置消毒液，每日需要采用消毒液擦洗生活用品等，将病院
微生物的滋生减少，如果出现传染源需要及时阻断，并予以
保护隔离。 

引发院内感染的主要媒介则是医护人员双手，临床研究
显示 30%的院内感染均是由于手卫生不当传播。医务人员每
日需要进行高质量洗手消毒，能够降低 25%-50%的院内感染，
如果佩戴手套可降低 70%-80%的院内感染。为此不论是保护
医务人员，还是为患者考虑均需要养成消毒以及洗手的习惯，
临床研究表明洗手以及佩戴手套可有效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4]
。本次研究对 100 例患者进行分析可知观察组以及对照组

患者分别采用不同护理模式后医院感染发生率分别为 8%和
24%，组间数据比较后以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对观察组护理人员手卫生进行规范后可提升自我防范意识，
并且有效护理患者身体，属于科学合理的预防方案。 

对于此次研究问题所在，医院可以选择多样化干预方法，
并且培养护理人员自我保健理念，学习相关知识，主要措施
为：①对医院高危人群予以定期筛查以及干预，按照院内实
际情况增加检查次数。②举行多种形式院内感染知识培训，
例如讲座以及示范等，通过媒体平台予以知识宣传。③医院
领导组织由幻夜人员对高危人群以感染人群实施全面干预。
④定期和其他医院进行学习，及时更新相关知识。⑤对护理
用品使用进行规范，其中包含止血带、体温表以及重复使用
的器械等，均需要实施消毒，争取一人一用消毒。 

综上所述，对护理人员手卫生进行规范可有效降低院内
感染发生率，并且可及时阻断传播，确保医疗安全，在一定
程度上课确保医务人员的安全。并且将患者自我管理理念提
升，有助于提高其生命质量。与此同时在进行干预时需要依
据实际情况调整干预措施，将院内感染控制方法完善，同时
更新其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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