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通过
1ML

曲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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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显示#临床组

及亚临床组圆锥角膜各项指标参数
+ L̂

均接近于

!

#表明各项参数对圆锥角膜诊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同时临床组圆锥角膜的诊断准确性较亚临床组圆锥

角膜的诊断准确性更高(本研究应用
1ML

曲线计算

临床组及亚临床组圆锥角膜前后表面曲率及高度参

数的诊断界值)灵敏度)特异度#显示患者的灵敏度及

特异度均在
%#6

以上#其原因在于临床组与对照组的

相关数据不连续#导致临床组患者各项参数经
1ML

曲线分析得出多项指标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都为

!#%%%

#与张雪等*

!%

+研究结果一致(比较临床组与亚

临床组各项参数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表明#虽然灵敏度

及特异度均较高#但临床组各项参数的灵敏度及特异

度均高于亚临床组#说明各项参数可有效区分正常角

膜和亚临床组圆锥角膜#但与诊断临床组圆锥角膜相

比#有效性下降(

综上所述#

K>AB2,2@

系统可准确检测角膜前后表

面曲率及高度参数#且各项参数对圆锥角膜的诊断具

有较高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可有效准确诊断临床期及

亚临床期圆锥角膜#且可获得区别临床期及亚临床期

圆锥角膜的诊断界值#对圆锥角膜的早期诊断及分期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还

需继续收集圆锥角膜的相关数据#扩大样本量而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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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内镜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施行效果及满意度评价

蒋立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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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风险管理在内镜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施行效果及满意度%方法
!

选取
"%!$

年
7

月至

"%!8

年
"

月该院内镜室诊断&治疗的患者
!$%

例!将风险管理前
"%!$

年
7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8$

例作为对

照组!男
'%

例!女
7$

例!年龄
7!

!

&"

岁!体质量
$!

!

8&d

F

#将风险管理后
"%!&

年
7

月至
"%!8

年
"

月收治的
8$

例作为观察组!男
'!

例!女
7'

例!年龄
7"

!

&7

岁!体质量
$"

!

88d

F

%对
"

组内镜监测合格情况&患者感染率及

工作人员职业暴露率&患者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
!

观察组水槽监测合格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观察

组感染率及工作人员职业暴露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患者对内镜室管理&操作技术&服务态度等

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

%

%#%$

$%结论
!

风险管理应用于内镜室进行感染控制!可降低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

险!控制医院感染率!提高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内窥镜#

!

感染控制#

!

降低风险行为#

!

满意度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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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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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种内镜操作在临床应用更加广泛(由 于内镜诊疗技术属于侵袭性的操作#整个诊疗过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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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染风险#若出现内镜消毒不严格#可能诱发医院

感染风险#因此#应用一定的管理措施促进内镜室管

理质量提升#也可保障医护人员)患者生命安全与健

康*

!0"

+

(为明确风险管理的施行对内镜室感染控制工

作的影响及满意度#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7

月至
"%!8

年
"

月该

院内镜室诊断)治疗的患者
!$%

例#将风险管理前

"%!$

年
7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8$

例作为对照组#

男
'%

例#女
7$

例#年 龄
7!

!

&"

岁#平 均 年 龄

$

'$#!"]$#"!

&岁%体质量
$!

!

8&d

F

#平均体质量

$

&!#"(]7#'"

&

d

F

%将风险管理后
"%!&

年
7

月至
"%!8

年
"

月收治的
8$

例作为观察组#男
'!

例#女
7'

例#年

龄
7"

!

&7

岁#平均年龄$

'$#"(]$#!6

&岁%体质量

$"

!

88d

F

#平均体质量$

&!#7']7#$!

&

d

F

(排除精神

疾病)妊娠或哺乳期女性及临床依从性差者(本研究

经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将对照组患者资料进行内镜室感染风险

评估#找出致使内镜室医院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结

合临床经验及相关文献对危险因素筛选评价!医疗废

物处理缺乏规范#医护人员手卫生认知不足#内镜
"

次污染等(针对总结分析危险因素#观察组患者施行

风险管理干预!$

!

&成立风险管理小组#护士长担任监

督员#另选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任小组成员#每周跟

随一岗位实地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出#并与护

士长沟通#加强对易错环节的督导)管理#将操作程

序)检查标准列出#便于各工作人员的实施($

"

&对内

镜室布局进行规范#严格划分清洗消毒区)诊疗区)无

菌储镜柜等#并配置流动式内镜清洗消毒装置($

7

&

加强对内镜室工作人员的培训#提升其业务水平#并

强化其风险意识与责任感#介绍内镜室常见的风险事

件#如内镜清洗消毒不规范或二次污染)诊疗人员的

职业暴露等#指导其正确识别与防范#保障医疗护理

安全($

'

&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通过分析潜在或

显在的风险事件引发因素#制定出相应感染控制规范

措施#对工作流程进行改进与细化#确保内镜及附件

消毒清洗质量#规范医疗废物的处理步骤($

$

&加强

诊疗工作人员自我防护的意识#指导其严格执行无菌

操作原则#标准预防#做好个人防护#如戴帽子)口罩)

手套等#每次操作前后均应严格进行手卫生消毒(

$#'

!

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

7

+

!

观察风险管理前后内

镜监测合格情况#包括水槽)内镜腔)内镜表面及附

件%比较管理前后患者感染率及工作人员职业暴露

率#其中职业暴露包括锐器伤)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

染%对比管理前后患者满意度#采用自制问卷对内镜

室管理)服务态度及操作技术等内容进行评估#满分

!%%

分#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KWW!8#%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M]<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

计数资料以*

'

$

5

&+表示#应用
!

" 检验#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内镜监测合格率结果比较
!

观察组水槽监

测合格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

组内镜监测合格率的比较'

'

#

5

$(

组别 例数$

'

& 水槽 内镜腔 内镜表面 附件

观察组
8$ 8'

$

6(#&&

&

8$

$

!%%#%%

&

8$

$

!%%#%%

&

8$

$

!%%#%%

&

对照组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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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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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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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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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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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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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感染率及工作人员职业暴露率结果比较
!

观察组感染率及工作人员职业暴露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感染率及工作人员职业暴露率结果'

'

#

5

$(

组别 例数$

'

& 感染 锐器伤 生物性污染 化学性污染

观察组
8$ '

$

"!#77

&

!

$

!#77

&

7

$

'#%%

&

&

$

(#%%

&

对照组
8$ !&

$

"!#77

&

6

$

!"#%%

&

!8

$

""#&8

&

7!

$

'!#77

&

!

"

("#8(& &#($8 !!#7%( !(#'$&

!

%

%#%!

%

%#%!

%

%#%!

%

%#%!

/#'

!

"

组患者满意度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对内镜

室管理)操作技术)服务态度等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

!

%

%#%$

&(见表
7

(

表
7

!!

"

组患者满意度结果比较#

M]<

&分$

组别 例数$

'

& 内镜室管理 操作技术 服务态度

观察组
8$ "8#(7]"#%! 7$#&"]'#!7 "8#8(]"#%&

对照组
8$ !6#76]"#!& "(#&8]'#!$ !6#'8]"#'6

= "'#87% ""#"&6 !%#"(%

!

%

%#%$

%

%#%$

%

%#%$

'

!

讨
!!

论

!!

内镜室感染控制工作具有动态性)连续性)直接

性等#若出现医院感染情况将致使患者之间或者与医

护人员之间产生交叉感染#造成医院严重经济损失#

威胁患者与医务人员健康及安全*

'

+

(内镜室属于向

临床科室提供诊断)治疗的一个科室#其管理质量高

低将对医院临床医疗护理质量产生影响(为确保患

者及医护人员生命安全#内镜室实施风险管理措施#

目的在于对医院感染风险进行有效规避#并建立长效

管理控制机制#完善各项工作制度#从而保障诊疗工

作者与患者的安全*

$0&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内镜监测合格率均较对

照组高#且水槽监测合格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感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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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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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率比对照组明显降低#工作人员职业暴露率也显著

降低#且生物性)化学性污染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

者满意度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

&#与阮彩琴*

8

+的研究结果相似#提示风险

管理应用之后#可有效提高内镜生物监测的合格率#

患者感染风险降低#工作人员职业暴露率下降#患者

临床满意度升高(近年来#人们维权意识)法律意识

不断增强#对护理服务要求逐渐提升#护患纠纷发生

率也逐年升高#对医院的整体形象)治疗与护理工作

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医疗单位需在工作中加

强风险管理#即潜在的风险予以识别)评估#之后采取

相应措施干预#从而促使医护人员工作时风险发生率

最大限度地降低#使患者安全)稳定感升高*

(06

+

(内镜

室为医院感染控制的重点科室#常面临的问题!$

!

&清

洗或消毒内镜附件)内腔)表面等操作不合格($

"

&由

于轻视消毒)清洗造成内镜设备二次污染($

7

&缺乏

系统化风险管理制度($

'

&清洗消毒流程欠缺规范质

量监管机制($

$

&护理人员风险意识缺乏#手卫生执

行力度弱#职业暴露情况出现等*

!%0!!

+

(

通过对内镜室的医院感染风险)原因进行总结分

析#制定感染控制风险管理方法#目的是控制医院感

染的发生#提高诊疗质量#保障患者)医务人员健康与

安全(风险管理措施之一是促进内镜室工作人员综

合素质提高(医院管理者可定期对内镜室工作者施

行专业技能与理论知识培训#促进医务人员操作技能

的提升#诊疗安全性增加%培训结束后对掌握程度考

核#使考核成绩同绩效挂钩#提高工作人员重视

度*

!"0!7

+

(其次#组织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学习#促进风险防范

意识的提高#从而使医务人员认知到风险管理的重要

性与必要性*

!'0!$

+

(此外#成立风险管理小组#建立监

察机制与自查报告奖励制度#促进医务人员自查风险

隐患意识的提升#相互监督意识增强#降低医疗风险

的发生率#保障诊疗质量*

!&0!8

+

(风险管理措施之二是

完善相应内镜清洗消毒制度(按照,内镜清洗消毒规

范-相关规定重新布局内镜室#配备专门内镜存储与

清洗消毒室#设置专业清洗消毒设备#并设立专门管

理人员对消毒液)酶液)口垫等相关耗材进行感染控

制管理#降低内镜及附件的二次污染率*

!(

+

(风险管理

措施之三是建立健全诊疗操作管理机制(内镜诊疗

过程严格要求医务人员进行无菌操作#并增强自我防

护意识#加强手卫生#避免出现职业暴露*

!6

+

(其次#诊

疗操作过程医务人员需严格坚持无菌原则#依据规章

制度按流程进行操作#减少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

"%

+

(

由于风险管理措施的进行#有效地降低了内镜室医院

感染率#从而促进患者临床满意度#医院整体竞争力

也得以提高(本研究受多种因素影响#未对管理效果

作详细分析#需再行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风险管理应用于内镜室进行感染控

制#可降低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控制患者医院

感染率#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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