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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持续质量改进"

!cO

$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及其应用效果&方法
!

回顾性调查分析
!cO

实施前该院

感染管理的质量状况!将不同科室的工作人员组成若干
!cO

质量管理活动小组!各小组根据标准运用
!cO

理念采取相应质量改

进方案&比较改进措施前后的感染率!数据采用
I#II%'(*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

!cO

实施后消毒率%医疗废物管理合格率

以及医护人员相关知识考试合格率均有提高!与实施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院内感染
'&1

例!感染率为
1()'2

!

医院感染率要明显低于改进前"

4($,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cO

可以有效地控制感染率的发生%强化各级管

理者的质量管理意识和医务人员的参与意识!提高医院感染管理质量&

关键词"医院感染管理#

!

持续质量改进#

!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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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质量管理是医院质量的核心之一#关系到广大患

者病情的发展与康复'有相关研究显示#在医院感染管理方面

做出的尝试其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医院的管理模

式(

%

)

'持续质量改进$

!cO

&是以患者需求为动力#对医疗服务

体系进行持续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质量评估方法进行质量改

进#是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

)

'因此#为加强医院

感染管理#本院组织成立了多个
!cO

小组#将
!cO

理念引入感

染管理的实践活动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f4

月本院临床科室住院的

+$4'

例患者为对照组%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应用

!cO

理念后
+)*,

例患者为观察组'全院
'$

个临床科室的医

务人员均参考相关知识考试'

$(/

!

方法
!

!cO

方法分为以下几部分内容'$

%

&成立
!cO

工

作小组'主管医疗副院长担任
!cO

项目组组长#根据各专业

及各科室具体情况#将不同层次*不同知识结构的医护人员组

成若干个
!cO

项目小组%制订项目小组组长#分别为医院感染

!cO

项目小组*消毒
!cO

项目小组*医疗废物管理
!cO

项目小

组及各个科室医院感染
!cO

项目小组'覆盖临床医师*科室

主任*护士以及护士长#分别作为感染管理的监督*指导以及考

核人员'$

$

&项目目标的制订'项目组长根据我国颁布的有关

法律法规与医院感染管理方案#制订医院感染管理
!cO

项目

总体目标*计划及实施方案#进行责任分工#安排工作责任人并

与其签订责任书#将具体的责任落实到每个项目小组#并与其

绩效挂钩'借助规程*标准等来制订项目检查标准#定期检查

项目实施效果#及时修改内容'$

'

&具体实施方案'各项目组

根据各组的标准*规范进行动态评估#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整理反馈给项目小组组长#由小组长上报院项目组#组长及

项目组讨论提出整改意见并实施#以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各项

目小组长确定小项目名称*目标*小项目组成员及具体实施方

案#并负责对方案中涉及的措施进行具体安排*落实'项目小

组成员明确职责#服从项目小组长工作安排'各小组具体实施

方案和内容如下!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的,医院

感染诊断标准$试行&-

(

'

)对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监测#对医院感

染者进行统计%每季度对各科室的消毒情况进行检测#对使用

中的消毒液*手*空气*器械*一次性耗材进行细菌学监测%依据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废

物进行管理#消毒
!cO

项目小组组长每周不定时对医疗废物

管理进行现场抽查#对各检查室医疗废物回收分类环节给予督

导#强调医疗废物规范分类的重要性及必要性%采取分专业*分

期*分批的授课方式#授课内容有,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医院

感染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消毒技术规范-,传染病

防治法-等#授课后由
!cO

项目组统一考试'对比分析改进措

施前后的感染率*消毒率*医疗废物管理合格率以及医护人员

相关知识考试合格率'采用问卷的方式#调查医院感染管理主

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_!WT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

I#II%'(*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实施前后考试合格率比较
!

经过分专业*分期*分批的授

课后#由
!cO

项目组统一考试#实施前考试合格率与实施后的

考试合格率比较#实施后合格率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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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医护人员相关知识考试合格率

专业
(

实施前

合格人数

$

(

&

合格率

$

2

&

实施后

合格人数

$

(

&

合格率

$

2

&

!

$

!

医疗
$%% %*% 14(+) %&, &$(1$ %**(4*

%

*(*,

医技
%,$ %%, 4,()) %1) &)(*, '*(&*

%

*(*,

护理
),1 ,', +%(+* )'' &)(4& &4($*

%

*(*,

/(/

!

实施前后消毒监测情况比较
!

!cO

实施后#医护人员手

合格率提升至
&%($'2

#器械合格率提升至
+'()42

#空气合格

率提升至
&*()$2

#使用中的消毒液合格率提升至
+,($&2

#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一次性耗材合格率前后对比#

虽有提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实施前后医疗废物管理合格率比较
!

!cO

实施前后各区

域的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运送转运*个人防护*医疗废物与生活

废物分开的合格率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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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cO

实施前后消毒监测情况统计表

项目
实施前

检测件数$

(

& 合格件数$

(

& 合格率$

2

&

实施后

检测件数$

(

& 合格件数$

(

& 合格率$

2

&

使用中的消毒液
$$ %, )+(%+ '1 $& +,($&

"

手
%%$ +4 44()4 %%1 %*1 &%($'

"

空气
$1 %& 4&(%4 '$ $& &*()$

"

一次性耗材
'1 $) 4)(14 1& 1% +'()4

器械
$$ %) 4$(4$ $$ %& +)(')

"

!!

注!与实施前合格率比较#

"

!

%

*(*,

'

表
'

!!

!cO

实施前后医疗废物管理合格情况对比

项目
实施前

合格数$

(

& 合格率$

2

&

实施后

合格数$

(

& 合格率$

2

&

医疗废物分类收集
$11 1)('* ,*+ &%(,4

"

运送与转运
$+* ,'()* 1&% +&(1,

"

个人防护
$1& 1)(1* ,%' &%(4)

"

医疗废物与生活废物

分开
')$ )%(11 ,%4 &1($%

"

!!

注!与实施前合格率比较#

"

!

%

*(*,

'

/(1

!

实施前后感染率比较
!

在实施
!cO

方法后#通过各项指

标的提升#院内感染
'&1

例#感染率为
1()'2

#医院感染率要

明显低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1

'

表
1

!!

!cO

实施前后感染情况对比

时间 检测数量$

(

& 感染数量$

(

& 感染率$

2

&

实施前
+$4' ,4' 4($,

实施后
+)*, '&1 1()'

'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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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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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质量管理是医院质量的核心之一#关系到广大患

者病情的发展与康复'然而#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

势和医院管理的现状#医院的感染管理工作仍然存在许多问

题'围绕医院感染管理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建立医院科学管

理感染的长效机制#

!cO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

1

)

'

本研究数据表明#本院采用
!cO

方案以后#各个科室人员

更为重视感染管理#其感染控制能力与意识都得到了明显提

升#感染率明显低于采用
!cO

前'说明
!cO

可以从根本上提

高质量#减少医疗服务中的差错*并发症以及伤口感染#降低医

疗成本与减少浪费#进一步证明
!cO

理念的应用能够有效优

化医院感染管理工作(

,54

)

#因此大力推行
!cO

有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战略意义'

医院感染管理
!cO

强调全员参与#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

不断地进行经验总结#对新*老问题重新评估和分析#提出了科

学的针对性较强的改进措施#增加质量运行的活力(

+5&

)

'随着

医疗模式的转变以及服务观念的更新(

%*

)

#质量标准应注重患

者从入院到出院医疗护理活动的全过程#重视每一个工作环

节%将满足患者的需求作为制订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质量标

准一经制订#就要求每位员工必须熟知内容#并在日常医疗*服

务工作中按章办事#将质量标准作为工作目标#这样才能达到

永久性的根本性的质量改进(

%%

)

'

医疗质量管理是医院管理的核心内容#本院通过将
!cO

理念应于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完善了医院感染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了健全的医院感染质量评价机制#持续优化改进医院感染

管理工作#并且显著提升了医护人员的感染控制意识与能

力(

%$

)

#从而有效降低医院感染率#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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