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漏诊#因此临床对于
V-

患者的筛查诊断要注重
"W!!

的检

查#并将
+XW

人群都列入
V-

筛查的重点人群)

'3/

!

从本次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

XYW

结果在
939'

!

)3&

NN;>

"

Q

人群与
+WX

人群查出糖耐量受损的比例相当)糖耐

量受损是糖尿病自然病程中一个重要阶段#它表示正常葡萄糖

稳态和
V-

高血糖的中间代谢状态)据统计#每年
+W!

有

&396

!

&'6

进展为
V-

#而中国人的
V-

转化率居世界前列#

已达每年
:6

!

&&6

)近年研究显示#

+W!

作为心血管疾病

$

E<HKF;G<JE><HKFA<JA

#

$/V

%的高风险因素#发生
$/V

的危险

性亦明显增加#甚至与
V-

几乎相当,

(

-

)近年来我国
+W!

患

病率呈迅速上升趋势#从
'3*6

升高至
43:6

,

*

-

)因此作者认

为临床应将
XYW

结果为
939'NN;>

"

Q

作为排查糖耐量受损重

点人群切入点#以及早发现糖耐量受损人群)早期查出糖耐量

受损患者#并对其进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健康干预可显著降低

(

型糖尿病的发病率,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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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传染病防治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杨
!

蕉!赖成美"四川省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
!

)&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精神病院传染病防治管理中存在问题和预防控制措施%方法
!

对精神病院传染病管理中

存在问题作综合分析!并根据相关问题提出对策%结果
!

设立专职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加强医护人员传

染病知识培训!严格执行消毒隔离措施!做好基础预防和控制工作!能有效提高传染病防治管理的质量%结论
!

通

过对精神病院传染病防治管理存在问题提出对策的执行!对预防和控制精神病患者传染病的发生及传播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

"关键词#

!

精神病院'

!

传染病防治管理'

!

问题及对策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5(07499

"

('&&

$

'40'4:70'&

!!

由于精神病院是专科医院#精神科患者长期住院周转率

低#传染病发生也较少#不容易引起医护人员的重视)但精神

病院老年患者多#生活自理能力差#机体抵抗力低#是传染病发

生的易感人群)而一旦发生传染病#特别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传

染病#极易在封闭式的管理病房中流行#不容易控制#给患者和

医院增加严重的负担)加强对精神病院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对

预防和控制精神病患者传染病的发生及传播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

!

精神病院传染病管理中存在问题

$3$

!

无专职传染病管理人员
!

因传染病发生较少#医院无固

定传染病疫情管理和报告人员#大多是医院感染管理人员或者

预防保健科人员兼职#缺少传染病防治的相关培训#且兼职人

员管理涉及内容较多#无过多精力搞好传染病防治工作)

$3/

!

医护人员传染病诊断及防治知识缺乏
!

由于精神科医生

接触的都是精神病患者#对一些常见传染病的临床症状*体征

等专业知识缺乏#容易造成传染病的误诊及漏报)且临床医师

对新发传染病缺乏警惕性#对新发传染病的动态缺乏了解,

&

-

)

发现传染病患者后#对患者及自身的防护意识较差)

$3'

!

消毒隔离措施不到位
!

精神病院大多是封闭式管理#人

员较密集#活动场所较小#一旦发生传染病#特别是呼吸道传染

病#患者无单独隔离区域#给消毒隔离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且

部分患者由于受精神症状的影响#不能转入传染病医院#传染

病极易在病房中传播流行)

/

!

对
!!

策

/3$

!

设立专职人员负责全院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
!

承担医院

传染病预防*控制和疫情管理工作#根据传染病相关法律法规

组织制定传染病管理的规章制度#监督检查传染病防治法律法

规及规章制度的执行#并监督检查本院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及

传染病防治的有关工作)掌握传染病的相关信息#并及时反馈

和应用)遇传染病突发事件及重大传染病疫情#要积极组织人

员做好疫情监测*诊断*治疗*控制*报告等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尽快控制疫情#防止疫情扩散)

/3/

!

加强医护人员传染病知识培训
!

培训应当包括传染病防

治的法律*法规以及传染病流行动态诊断*治疗*预防职业暴露

等)医务人员职业安全防护培训的教育#健全制度是避免职业

伤害的必要措施,

(

-

)每年对重点传染病相关知识组织全院医

务人员进行培训#要求医务人员掌握常见的传染病相关知识#

如临床症状*体征及需采取的消毒隔离措施)把传染病管理纳

入目标管理#经常检查*督促#强化医务人员依法报病意识#防

止传染病漏报)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传染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如

病区讲座*黑板报等)

/3'

!

严格执行消毒隔离措施#防止传染病传播
!

传染病一般

有潜伏期#患者在工娱疗等公共场所活动时已受到感染#且在

封闭式病房内传播速度更快)当诊断为传染病的患者应立即

转送传染病院治疗)发现疑似传染病患者时要立即隔离患者#

在明确诊断前#要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并对其污染的物

品进行处理)若不能转入传染病医院#要让患者住单间#加强

治疗和消毒工作#做好患者和医务人员的防护工作)

/31

!

做好基础的预防和控制工作
!

做好基础护理工作#加强

精神患者的病情治疗#督促患者参加工娱疗活动#增强患者抵

抗力)病室保持通风#环境整洁)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加强病区

陪护及探视人员的管理#防止传染病传播到病$下转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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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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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安排#排班时注意新与老#工作能力强与弱的合理搭配#在工

作高峰时段增加班次#切实解决工作问题#引导科室护士之间

和睦相处#以诚相待#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使其全身心投入工

作中)

/

!

人员管理

/3$

!

护士长的培训
!

护士长的素质在整个科室管理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护士长应率先适应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的管理角色#除完全掌握新生儿常规护理外#还要熟悉科室管

理及各种仪器设备的保养和故障排除#同时还要强化重症监护

知识的培训#掌握抢救流程及疑难护理问题的处理#加强自我

学习#查阅最新文献#了解护理的前沿动态#使科室护理水平不

至于滞后)

/3/

!

护理人员业务素质的培训

/3/3$

!

通过在职的继续教育#提高护士的文化素质#随着健康

理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护理的需求不断提高#对护理

质量也不断提高#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临床护理

工作的需要#继续教育对提高临床护理质量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

(

-

)目前#本科室护士大多数都在接受继续教育#全科
&5

名

护士中#有
&

名正在读护理研究生#本科生
&

名#在读本科
(

名#大专生
5

名#中专毕业在读大专的有
9

名)

/3/3/

!

根据专科特点及需要#采取学以致用的原则#制订相应

的培训内容)每月进行业务讲课
&

次#提高护理人员的讲解能

力和表达能力#对疑难危重患者及时组织全科护理查房#由责

任护士做好资料收集#其他人员做好相关知识准备#通过开展

护理查房#激发护理人员的学习热情#查房前积极寻找有关资

料#由此巩固了已学知识#熟悉了重症护理技术#并积累了护理

经验)

/3/3'

!

有计划地对不同职称的护理人员进行针对性的技术操

作培训和考核#培训护士的急救基本技术#提高急救的成功率)

危重新生儿的病情瞬息万变#护士是病儿的直接守护者#发现

患儿病情变化的往往首先是护士)因此#新生儿监护病房护士

的急救水平的高低能直接影响危重新生儿的抢救成功率)各

种急救监护技术和操作#如心肺复苏术*呼吸机的应用#吸痰#

简易呼吸器的使用#微量泵*输液泵*心电监护仪的使用及气管

插管后的护理等)对全科护士进行了培训#合格率达
&''6

#

确保了在抢救患儿时能熟练应用)

'

!

科室物品的管理

'3$

!

急救药品和器械的管理
!

建立抢救药品*器械登记本#每

班清点并检查性能#护士长每周抽查一次#抢救车的药品用后

及时补充#各种抢救器械如开口器*气管插管包及用物*复苏囊

等均放置于抢救车内#方便取用)吸引器*氧气*监护仪必备于

抢救床旁)

'3/

!

仪器定点放置#并有专人管理
!

制订仪器设备的操作规

程#保养和使用登记#并定期检查其性能是否完好#抢救使用后

及时清洁消毒#使其处于完好的备用状态#保证取用方便)仪

器的使用者必须熟练掌握各种仪器的性能及操作方法#使用中

要爱护使用#轻拿轻放#放置位置固定稳妥#以延长仪器的使用

寿命)

1

!

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控制院内感染

新生儿是医院感染的易发人群#新生儿病房也一直是医院

感染监控的重点科室之一)

13$

!

提高全科医护人员对医院感染的认识
!

定期组织预防#

控制医院感染相关知识的培训和学习#强调洗手和消毒在新生

儿病房的重要性#随时检查医护人员在医疗护理工作中各环节

情况#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13/

!

落实消毒隔离制度#加强各环节的消毒监测
!

科室内空

气定时进行通风#保持新鲜#同时每天采用空气消毒机进行空

气消毒
*

次#每次
&C

#每月进行空气培养
&

次#标准为小于

(''EDL

"

N

*

#注意手卫生#接触患儿前后要洗手#每月对医务人

员的手进行细菌培养
&

次#标准为小于
9EDL

"

N

*

#婴儿用物保

证一婴一用一消毒#所有物表如配奶台*操作台*暖箱*光疗箱

等均采用消毒液擦拭消毒#呼吸机管道*吸氧管*吸引瓶*面罩

等均用含有效氯
&'''N

,

"

Q

的浸泡液浸泡消毒)严格执行无

菌技术操作规程#对极低出生体质量儿采取保护性隔离#不同

病种患儿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

2

!

加强护理安全管理'防范差错事故的发生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医护人员不仅要有严谨的工作作

风和科学的工作态度#还要遵守科室的规章制度)实践证明落

实和执行规章制度是确保医疗安全的有力保障)平常发生的

医疗护理差错的原因有很多#但总的来说不过两种情况!一是

医护人员的责任心(二是医护人员缺乏临床经验#技术水平差

引起)在无陪护病房中#本科室重点强调职业道德感#让每个

护士要具备三心!责任心*爱心*细心)同时加强护理工作中的

环节管理#多加巡视#发现病情变化及时处理)对年轻护士和

新入科的护士要重点培训#将临床工作经验和护理体会以及容

易出现差错的环节和预防的措施总结出来#制成工作小手册#

使他们在工作中起到一个借鉴作用)

)

!

体
!!

会

在目前医患关系相对紧张的年代#本科室自成立发展至

今#始终遵循/以人为本0的管理原则#在管理上体现人性化*科

学化*规范化#使科室收治患者数由
(''*

年
449

例次上升到

('':

年
&*47

例次#抢救成功率由
793(96

上升至
7:39(6

#死

亡率由
43596

下降至
&34:6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的存活率明

显得到提高#最轻的仅为
&3'_

,

)在护理管理中加强环节管

理#充分发挥团队精神#使科室在防范医疗纠纷方面取得良好

效果#也未发生重大的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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