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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院内感染的问题正在进入人们的关注范围，

并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尤其是新生儿科的院

内感染问题，备受关注，逐步成为医院内感染相关工作

的重点。所谓新生儿院内感染是指在分娩过程中或者产

后获得的，由一些院内因素引发的医院内感染，比如医

院环境、医护工作人员、探视者等等。作为一门近年新

近兴起的医学学科，新生儿科的主要内容包括降低新生

儿死亡率、提高新生儿生命质量、扩展产科业务范围等

等各个方面。

1　新生儿感染因素

1.1新生儿居住环境方面的因素

潮湿：过度潮湿引起皮肤软化及抵抗力降低，潮湿

会浸润皮肤组织，削弱皮肤角质层的屏障作用，造成局

部皮肤水肿，有害物质易于通过且利于细菌繁殖。因此，

潮湿的医院环境为细菌侵入体内打开了门。

温度：皮温是感染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组织温度升高导致局部皮肤组织代谢增快以及氧耗量增

大，体温每升高1℃，组织代谢需氧量将增加10%。一些

危重患儿由于持续卧床，受压皮肤与床垫之间的热量发

生积聚导致局部皮温升高 [1]。

空气：空气污染会造成新生儿呼吸道感染，新生儿

病房的医护人员每天需要查房、治疗以及交接班等，人

员的来回走动或是风扇造成空气中流动飞扬的尘埃和微

生物，造成空气污染。

1.2新生儿的护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新生儿科的护理人员处于严重不足的状

态，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甚至没有专门的新生儿护理护士，

而是从产房或者妇产科轮班承担新生儿的护理与相关的

治疗工作。而在国际规定中，每个患儿应该配有2~3位

护理人员来对其进行相关的护理工作；我国还远远未达

到国际上的统一标准。

新生儿监护病房的情况更为严峻。新生儿监护病房

除护理人员严重不足外，还存在护理人员专业护理素质

比较欠缺的情况。比如，部分新生儿监护病房的护理人

员是从其他科室调来的，对新生患儿的护理知识十分欠

缺。这导致新生儿监护病房的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达不

到应有的要求，从而影响了新生儿护理质量的提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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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了新生儿院内感染的发生。

1.3新生儿自身因素

刚刚离开母体的新生儿抵抗力弱，免疫能力差，大

多数的新生儿容易感染。对于早产儿、体重较轻的婴儿

来说，发生感染的几率更大。这主要是因为新生儿的免

疫功能发育相对不完全，特别是对于早产儿而言，皮肤

屏障发育不成熟，无法有效阻挡细菌进入体内。再加上

新生儿的吞噬细胞功能不足，当细菌侵入新生儿体内时，

细胞也没有杀毒能力，由此造成感染。

1.4新生儿治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新生儿治疗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新生

儿院内感染的发生。比如，在对危重患儿进行生命抢救

时，常会采用有创气管通气，这很容易导致患儿出现气

管损伤及胃部损伤等，这些损伤性的治疗使新生儿的身

体状况更差，更容易被病原菌、病原微生物侵袭而发生

医院感染 [2]。

医护人员在对患儿进行护理或治疗时，需经常接触

患儿身体，这会使医护人员手上、身上带有的病原菌、

病原微生物通过手或其他物品传染给患儿，导致院内感

染的发生。

此外，在对新生患儿进行抗生素治疗时，有时医生

无法准确判断何种抗生素更为合适，以及最佳的施用剂

量。加之患儿的生理特点，稍有偏差极易造成新生患儿

体内菌群平衡遭到破坏，最终导致医院感染的发生。

2　预防新生儿感染的相关对策

2.1加强新生儿生活环境的控制，创造有利于新生儿

健康成长的环境

从上述诱发新生儿感染的各项因素可以看出，环境

（包括湿度、温度以及空气）是造成高发生率的一个重

要原因。因此，营造有利于新生儿健康成长的环境是极

其重要的。首先，由于潮湿会导致皮肤软化，从而造成

抵抗力降低，因此，降低居住环境的湿度对于有效预防

新生儿感染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新生儿病

房的湿度应当控制在55%~65%这一范围。其次，只有在

适当的温度下，人体的机能才可以发挥正常的作用，温

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导致新陈代谢的紊乱。因此，控

制好新生儿居住环境的温度对于新生儿健康成长有积极

的意义，新生儿病房的温度应当控制在24~26℃之间并

且，由于新生儿长时间卧在床上，会导致身体的温度上

升，因此，在护理过程中，家长以及护士也不可忽视这

一要点。此外，要保持空气清新，多通风，多清洁，必

要时可安装空气净化消毒器 [3]。

2.2健全院内感染管理制度

健全而完善的管理制度是开展管理的第一步，也是

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石。科室组织全科医护人员学习

医院感染的相关规范，以及消毒、隔离等技术规范的相

关操作流程和规章制度，提高医护人员对院内感染预防

与控制的认识，能够在工作中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操作流程，树立防止院内感染的责任感，提高自身素质。

与此同时，成立由科主任、护士长及业务骨干组成

的院内感染质量监控小组，在科主任的带领下进行明确

分工，对临床各个环节进行监督，使医护人员严格执行

院内感染管理规范及相关消毒技术规范等规章制度。

2.3组织医护人员学习，培养护理能手

护士是战斗在护理过程中的第一把手，患者及其家

属对医院的深处感知大部分是根据护士的行为、言谈及

其专业水平来评判的，同时医生针对患者的相关措施也

是通过护士传达的。因此，护士的能力水平，反应了医

院水平的高低，是最直观被患者及其家属感受到的“医

疗水平”。在医院内部选拔顶级护理人员，定期对其他护

理人员展开培训、教育；其次定期召开由科室内部医生

进行的相关知识讲座，让护理人员更加熟悉新生儿感染

的前沿研究、当前现状，有效的提升他们的能力水平 [4]。

2.4加强病房物品、器械的消毒管理

新生儿病房的物品管理与器械消毒管理是有效预防

与控制新生儿院内感染发生率的必要举措之一，因此，

必须加强并且规范病房物品与器械的消毒管理工作。对

新生儿病房的医疗废物进行严格的管理，对其进行合理

的分类，包括新生儿的分泌物、用品、大小便等进行及

时的处理，可以分类盛放后送往指定地点进行焚烧处理。

新生儿的生活用具要保证一人一具、用后及时消毒，包

括奶瓶、奶嘴、滴管等；新生儿的婴儿服、床单以及被

罩等物品要每日进行更换，并及时进行清洗与消毒处理。

2.5完善风险管理制度

要严格进行无菌操作、巡视、风险呈报、风险告知

等护理风险管理制度，有效监督护理过程，规避掉麻痹

大意出现的风险。例如很多医疗设备及其药品都会经历

存储的过程，相关人员应该积极进行定期的检查，避免

出现设备故障、设备不干净的情况。

2.6加强医护人员手部的清洁

医院感染发生的较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之一便是医护

工作人员的手部污染，因此，必须严格控制医护人员的

手部清洁，切断传播途径，进而有效控制院内感染的发

生。医护工作人员在接触新生儿前、后必须洗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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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七步洗手法进行洗手操作，也可以运用快速皮肤消

毒剂进行手部清洁与消毒。尤其是在接触到患儿有破损

的皮肤黏膜，以及从同一新生儿身上从污染区域或者污

染操作转为清洁部位或者清洁操作时，必须进行手部的

清洁与消毒。工作人员患有流行性感冒、肠炎等感染性

疾病时，不能对新生患儿进行护理，以免把病原菌带到

病房，引发新生儿的院内感染 [5]。

2.7减少侵入性操作

对于侵入性操作要严格掌握实施指征，尽量减少与

避免对新生儿进行侵入性的操作；如果必须进行该操作，

一定要进行无菌技术操作，以防止病原微生物的侵袭与

扩散，并尽量缩短侵入性操作时间，以避免医院感染的

发生。对已经发生院内感染的新生儿，一定做好隔离控

制措施，避免引起其他新生儿的院内感染。

3　结语

新生儿感染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

中病房环境、新生儿自身的因素以及护理人员的因素是

导致新生儿感染的主要因素。及时评估诱发新生儿感染

的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有效预防措施，可以极大限度地

降低新生儿感染率，提高护理质量。希望本文提出的以

上几项措施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助力每一个幸福家

庭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徐帅，邢志娟，朱秀丽.新生儿护理管理在预防

与控制院内新生儿感染中的临床效果[J].齐齐哈尔医学院

学报，2017，38（22）：2712-2714.

[2]甘和平，仇伟，林建海，等.上海市医院感染管理

现状调查与对策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2009，29（3）：23.

[3]杨飞，郑芸，周慧萍.产科病房新生儿的安全管

理[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6，24（3）：151-152.

[4]邵丽娜，张亚喜.分娩室护理过失的因素分析与

防范管理措施[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5，23（1）：137-

139.

[5]鲍丽娟，胡丽娅，缪小红.新生儿窒息的危险因

素分析与护理管理[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5，23（8）：

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