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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规范麻醉恢复室感染控制度和措施的效果评价

肖玲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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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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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自
(,'*

年
'(

月开始对
''

间手术室及
'

间麻醉恢复室实施
-!

管理!通过推行组织!制订计划!开展教育训

练!全面实施
-!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结果显示实施
-!

管理后!该院麻醉恢复室的感染率均得到了明显控制!从实施

前的
(/+9/5

降至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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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

管理后麻醉恢复室室内含尘浓度为"

(/,,+9)h

/0'+'*

$粒(升!空气非致病细菌浓度为
,

(

(,IN

(

!低于实施前的室内含尘浓度"

*,,,+'0h'',)+./

$粒(升和空气非致病细菌浓度

"

'+0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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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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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明
-!

管理法能有效提高麻醉恢复室感染控制程度!有

效降低室内含尘浓度及空气非致病细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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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恢复室是保证术后患者安全恢复的重要场所#具有人

员流动性大+周转快+患者病情变化迅速等特点'

'

(

)由于麻醉

恢复室的特殊性#加上日常管理事务繁多+护理操作密集#因此

麻醉恢复阶段发生感染的概率很大)实践证明#对麻醉恢复室

物品管理及护理实施进行
-!

管理规范#能够将术后麻醉恢复

室感染发生率控制到最低#稳定患者病情#使患者转危为安'

(

(

)

为进一步评价
-!

管理法规范麻醉恢复室感染控制程度和相关

措施的效果#于
(,'*

年
'(

月对本院麻醉恢复室实施
-!

管理

规范#并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管理实施前后的感

染控制程度及措施效果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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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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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本院麻醉恢复室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行麻醉手术的患者#对患者在麻醉恢复期间感

染发生情况进行分析)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

至
0(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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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体质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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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体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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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实施
-!

管理之前#本院麻醉恢复

室共收治
'*(

例患者纳入实施前组#其中男
9/

例#女
//

例#年

龄
-

个月至
0(

岁#平均$

*.+)'h'/+).

&岁#平均体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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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种类分类!骨科麻醉手术
(/

例#脑外

科麻醉手术
(-

例#心胸外科麻醉手术
()

例#普外科麻醉手术

(*

例#妇科麻醉手术
((

例#五官科麻醉手术
((

例%麻醉种类

分类!静脉麻醉
*,

例#静吸复合加气管插管麻醉
*.

例#硬膜外

加静吸复合麻醉
-*

例)实施
-!

管理之后#本院麻醉恢复室共

收治
'-.

例患者纳入实施后组#其中男
..

例#女
9,

例#年龄
)

个月至
0,

岁#平均$

*9+)'h'/+*0

&岁#病程
*,

#

.'

年#平均体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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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种类分类!骨科麻醉手术
(/

例#

脑外科麻醉手术
(0

例#心胸外科麻醉手术
(.

例#普外科麻醉

手术
()

例#妇科麻醉手术
(*

例#五官科麻醉手术
(.

例%麻醉

种类分类!静脉麻醉
-(

例#静吸复合加气管插管麻醉
*.

例#硬

膜外加静吸复合麻醉
-.

例)患者纳入标准!$

'

&麻醉前意识清

楚+神智正常#能对事物进行清晰的表达%$

(

&能主动配合调查#

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排除标准!$

'

&心+肝+肾功能损伤%$

(

&其

他并发疾病或精神异常)本研究通过了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患者本人及家属对治疗方案均已详细了解#均同意治疗并

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量+麻醉手术

种类及麻醉方法等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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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自
(,'*

年
'(

月对
''

间手术室及
'

间麻醉恢复

室实施
-!

管理#首先成立推行组织#制订激励措施#接着制订

实施规范#形成书面制度#然后展开宣传造势#进行教育训练#

随即全面实施
-!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实行区域责

任制#具体措施实施如下)

$+/+$

!

整理
!

目的是腾出麻醉恢复室空间#防止物品的误用

与乱用#第一步将物品按照不再使用的+使用频率很低的+使用

频率较低的+经常使用的进行分类#分别为
'

+

(

+

)

+

*

类%第二

步!将第
'

类物品进行处理#

(

+

)

类物品放置在储存处#

*

类物

品留置工作场所)

$+/+/

!

整顿
!

对可供放置的场所进行规划#将物品在麻醉恢

复室内摆放整齐#必要时进行粘贴标志#使工作场所能够一目

了然#消除医护人员寻找物品的时间#保持整整齐齐的工作

环境)

$+/+'

!

清扫
!

全面清扫麻醉恢复室室内环境!清扫从地面到

墙板+天花板所有的卫生死角#注意清扫隐蔽的角落#彻底清

理+润滑机器+工具#杜绝污染源如水管漏水+噪声处#及时修理

破损的物品)

$+/+1

!

清洁
!

清洁是对清扫的后续监督)认真做好清洁工

作#并注意保持#要求每个医护人员做到!不随地倒水+乱扔物

品#遇到污染物马上清理#掉落的相关标志马上粘贴)

$+/+2

!

素养
!

培养好习惯+遵守规章制度的麻醉恢复室医护

人员#营造良好的团队精神)具体为$

'

&遵守劳动纪律%$

(

&工

作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不随意谈天说笑+离开工作岗位+看小

说+打瞌睡+吃零食等%$

)

&着装整齐+佩戴胸牌%$

*

&待人接物诚

恳+有礼貌%$

-

&爱护公物#用完归位%$

/

&保持清洁%$

9

&乐于

助人)

$+'

!

观察指标
!

$

'

&比较本院麻醉恢复室在实施
-!

管理措施

前后感染控制程度的情况#即对前后收治的
),,

例患者麻醉恢

复期间进行观察#记录其发生恢复室感染的例数)$

(

&对本院

麻醉恢复室空气培养结果进行比较#进而比较在实施
-!

管理

措施前后室内含尘浓度及空气非致病细菌浓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9+,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
Kh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麻醉恢复室感染控制程度改善情况
!

实施
-!

管理后#麻

醉恢复室的感染率为
,+,'5

$

(

"

'-.

&#实施前感染率为

(/+9/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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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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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7KTC1<H@A

!

UID?KCG(,'/

!

V?H+')

!

%?+'0



/+/

!

麻醉恢复室空气培养结果的比较
!

实施
-!

管理后#麻醉

恢复室室内含尘浓度+空气非致病细菌浓度有较大程度的降

低#降幅十分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有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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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管理实施前后麻醉恢复室空气培养

!!!

结果的比较%

KhD

&

组别
,

室内含尘浓度$粒"升&空气非致病细菌浓度$"

(,IN

(

&

实施前组
'*( *,,,+'0h'',)+./ '+09h,+-*

实施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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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

管理活动起源于日本#并在日本企业中广泛推广#相当

于我国企业开展的文明生产活动'

)

(

)

-!

是整理$

!C@G@

&+整顿

$

!C@D?A

&+清扫$

!C@2?

&+清洁$

!C@PCCD2M

&+素养$

!F@D2MPC

&的简

称'

*

(

)本院为了配合医院三项改革#树立以0患者为中心1的服

务宗旨#以及减少麻醉恢复室这一特殊地点的感染控制度#特

在麻醉恢复室全面推行
-!

管理活动#以培养护理人员良好的

工作习惯与素养#完善麻醉恢复室的护理管理制度)本院首先

对麻醉恢复室全体医护人员进行
-!

培训+动员#接着进行现场

整理+整顿+清扫等#群策群力+查找麻醉恢复室问题所在#然后

制订改进措施#与医疗协同#维护
-!

成绩#并持之以恒)环境

污染+自身污染+感染培训不足等因素都是造成麻醉恢复室感

染事件发生的原因'

-

(

)

随着
-!

管理法的规范#本院麻醉恢复室感染控制程度较

实施常规管理时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实施
-!

管理后#本院麻

醉恢复室的感染率较管理实施前有了大幅度的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
-

个方面

的规范强化有效地控制了收治患者在院内发生感染的发生率)

整理是改善0医疗现场1的第一步#对麻醉恢复室进行整理就是

整理出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彻底地将现场需要与不需要的物

品分清楚#并将不需要的物品坚决清理出现场'

/

(

)整顿将麻醉

恢复室的人和物的位置进一步地标准化#这也是培养医护人员

有一个归位的好习惯#减少寻找物品的时间#减少浪费#以提高

工作效率'

9

(

)将科室需要的人员+设备及物品加以定量+定位%

对麻醉恢复室现场需要的物品科学+合理地布置和摆放'

.

(

)清

扫是为了方便发现异常#及时查明原因#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实施过程就是将本院麻醉恢复室的工作环境四周打扫干净#设

备异常时马上维修#使之恢复正常'

0

(

)在这方面本院严格要求

医护人员自己用的物品$如设备+工具等&自己清扫#对设备的

清扫要着眼于维持+保养#这就有效减少了由于机器设备故障

造成院内感染事件的发生)清洁是指对整理+整顿+清扫之后

的工作成果要认真维护#使麻醉恢复室现场各部分功能保持最

佳状态#这一点需要医护人员的相互配合完成#在这一环节上

本院麻醉恢复室做到不制造脏乱+不扩散脏乱+不恢复脏乱的

0三不1原则#有效维护麻醉恢复室的功能时刻保持着最佳状

态'

',

(

)在实施清洁的过程中#本院医护人员意识到清洁是一

种协作的行动#是一种随时随地的行动#整洁的工作场所才能

保证高效率#不仅包括麻醉恢复室环境+物品的清洁#还包括医

护人员形体+精神上的有效清洁)素养是
-!

管理的核心#做到

努力提高医护人员的素养#养成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习惯和作

风#守纪律+守时间+守标准的人员素养能够自发地维护井然有

序的工作环境'

''

(

)以上
-

点共同实施#有效控制了麻醉恢复

室的状况#从环境+医护人员自身等方面降低了院内感染的发

生概率#从而提高了医院形象+员工价值及工作效率)

本研究通过对室内含尘浓度及空气非致病细菌浓度的比

较#探讨了本院麻醉恢复室实施
-!

管理措施前后空气质量)

结果显示#经过
-!

管理后#麻醉恢复室内含尘浓度及空气非致

病细菌浓度较管理前有了明显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空气中的浮游细菌是造成患者手术切口感染的

重要因素#室内含尘浓度及空气非致病细菌浓度的降低是从根

本上降低患者术后感染的发生率#可见
-!

管理能够从源头上

解决麻醉恢复室的环境污染#避免了麻醉恢复室由于人员流动

大#走动频繁造成的含尘浓度及空气致病细菌浓度过高)麻醉

恢复室及所属区域空气+物体表面微生物的检测均能够达标#

这也为患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术后麻醉恢复环境#不仅让医护

人员感到舒适#同时也使患者对护理人员产生信赖感#有助于

患者术后的恢复'

'(

(

)综上所述#

-!

管理法能有效提高麻醉恢

复室感染控制度#有效降低室内含尘浓度及空气非致病细菌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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