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小儿推拿法联合丙

酸倍氯米松能够显著控制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

儿的哮喘症状#提高肺功能指标#降低患儿血清中炎

性因子水平#可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此外#小儿推

拿法配穴精简#操作手法简单易学#不失为一种安全'

有效'简便的特色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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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对手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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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丽

"江苏省南京市中医院感染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医护人员对手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

随机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各科室工作的医护人员
('

例!对其对手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结果
!

('

例医护人员在+卫生洗手指征,认知分析中!回答正确率最高的
%

项为+从患者污染部位到清

洁部位,+接触不同患者,!正确率均为
4*&'2

#其次为+接触易感染患者时,+直接接触患者,!正确率为
4%&*2

#

+穿脱隔离衣流程,回答正确率为
4'&'2

#+摘手套过程,+实施无菌操作前后,+处理污染物前后,正确率均为

3+&*2

#+手上有明显污染物,!正确率为
3*&'2

#+接触患者血液等前后,回答正确率为
3'&'2

%以上各项均回

答正确率为
.*&'2

%医护人员在手卫生依从性分析中!依从性最高的为+手上有明显污染物,!为
3+&*2

#其次

为+实施无菌操作前后,+处理污染物前后,!分别为
3*&'2

&

3'&'2

#+接触不同患者,&+接触患者血液等前后,

+摘手套过程,依从性分别为
++&*2

&

++&*2

&

+%&*2

#+从患者污染部位到清洁部位,+直接接触患者,+穿脱隔离

衣流程,依从性分别为
.+&*2

&

.+&*2

&

.*&'2

#+接触易感染患者时,为
*+&*2

%以上所有均依从所占比例为

.%&*2

%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消毒剂对皮肤有刺激,!占
4'&'2

#其次为+工作忙,!占

3'&'2

#再次为+医院干手用具缺乏,+医院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分别占
.'&'2

&

*+&*2

#最后为+缺乏关于手卫

生的奖惩制度,!占
(*&'2

%结论
!

医护人员对手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依从性均较低!影响因素主要为消毒剂

对皮肤有刺激&工作忙%医院应加强管理!重视对医护人员手卫生知识的教育!提高其对手卫生的重要性和危

害性的认识%

关键词"医护人员#

!

手卫生知识#

!

认知程度#

!

依从性#

!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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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

PFHQC<5D=E

!

,@

"

@>A%'$3

!

R;D&$*

!

S;&$.



而手传播病原体是其主要发病因素*

$

+

)相关调查显

示#手传播病原体引发的医院交叉感染率达到了

)%2

#对患者的治疗和康复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

响*

%

+

)因此#医院有必要对医护人员进行手卫生知识

教育)本研究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各

科室工作的医护人员相关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探

讨了医护人员对手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依从性及其

影响因素#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各科室工作的医护人员
('

例#其中男
3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U*&%

&岁%

3

例为

医生#

(

例为医技人员#

%3

例为护士%

(

例来自门诊输

液室#

$%

例来自内科#

4

例来自外科#

%

例来自儿科#

4

例来自妇产科#

(

例来自医技科室)

$&/

!

方法
!

依据医院实际情况#并查阅相关医学研

究文献#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医护人员

性别'年龄'工作年限等基本信息#以及六步洗手法'

卫生洗手指征等手卫生知识#同时调查医护人员依从

性的影响因素)专业人员督促医护人员填写#共发放

('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

份#回收率为
$''2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V-I;.&'

整理数据%采用

1-11$3&'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

数表示)

/

!

结
!!

果

/&$

!

医护人员对手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分析
!

('

例

医护人员在.卫生洗手指征/认知分析中#回答正确率

最高的
%

项为.从患者污染部位到清洁部位/.接触不

同患者/#正确率均为
4*&'2

%其次为.接触易感染患

者时/.直接接触患者/#正确率为
4%&*2

%.穿脱隔离

衣流程/回答正确率为
4'&'2

%.摘手套过程/.实施无

菌操作前后/.处理污染物前后/#均为
3+&*2

%.手上

有明显污染物/#正确率为
3*&'2

%.接触患者血液等

前后/#为
3'&'2

)以上各项均回答正确率为
.*&'2

)

/&/

!

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情况分析
!

('

例医护人

员在手卫生依性分析中#依从性最高的为.手上有明

显污染物/#为
3+&*2

%其次为.实施无菌操作前后/

.处理污染物前后/#分别为
3*&'2

'

3'&'2

%.接触不

同患者/.接触患者血液等前后/.摘手套过程/依从性

分别为
++&*2

'

++&*2

'

+%&*2

%.从患者污染部位到

清洁部位/.直接接触患者/.穿脱隔离衣流程/依从性

分别为
.+&*2

'

.+&*2

'

.*&'2

%.接触易感染患者时/

为
*+&*2

)以上所有均依从为
.%&*2

)

/&'

!

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例

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消毒剂对

皮肤有刺激/#占
4'&'2

%其次为.工作忙/#占
3'&'2

%

再次为.医院干手用具缺乏/.医院缺乏有效监督机

制/#分别占
.'&'2

'

*+&*2

%最后为.缺乏关于手卫生

的奖惩制度/#占
(*&'2

#其他占
$*&'2

)

'

!

讨
!!

论

!!

医院感染会对患者预后造成不良影响#严重的情

况下还会使医患矛盾加剧#促进医院医疗服务质量的

降低*

)9(

+

)而手传播病原体是医院感染发生的主要原

因#因此#医护人员应该培养良好的手卫生习惯*

*

+

)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医护人员对手卫生知识的认知度

及依从性均普遍较低#只有
.)&32

的医护人员在操作

过程中严格依据手卫生相关流程#一些医护人员具有

较差的手卫生执行依从性#在穿脱隔离衣前后或和易

感染患者接触前后均没有进行手部消毒#从而促进医

院交叉感染率的一定程度提升*

.93

+

)本研究结果表

明#

('

例医护人员对手卫生知识全部回答正确为
%.

例#认知率为
.*&'2

#在.卫生洗手指征/认知分析中#

回答正确率最高的
%

项为.从患者污染部位到清洁部

位/.接触不同患者/#正确率均为
4*&'2

%其次为.接

触易感染患者时/.直接接触患者/#正确率为
4%&*2

%

.穿脱隔离衣流程/回答正确率为
4'&'2

%.摘手套过

程/.实施无菌操作前后/.处理污染物前后/#均为

3+&*2

%.手上有明显污染物/#正确率为
3*&'2

%.接

触患者血液等前后/#为
3'&'2

)

('

例医护人员在手

卫生依性分析中#依从性最高的为.手上有明显污染

物/#为
3+&*2

%其次为.实施无菌操作前后/.处理污

染物前后/#分别为
3*&'2

'

3'&'2

%.接触不同患者/

.接触患者血液等前后/.摘手套过程/依从性分别为

++&*2

'

++&*2

'

+%&*2

%.从患者污染部位到清洁部

位/.直接接触患者/.穿脱隔离衣流程/依从性分别为

.+&*2

'

.+&*2

'

.*&'2

%.接触易感染患者时/为

*+&*2

)以上所有均依从的率为
.%&*2

)以上结果

说明#医护人员对手卫生知识的知晓率较低#对手卫

生规范的执行情况和依从性不容乐观)因此#医院和

管理者应重视对医护人员手卫生知识的教育#提高其

对手卫生的重要性和危害性的认识#以及对手卫生的

执行监督力度)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消毒剂对皮肤的刺激是医护

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的首要影响因素#其次为医护人员

工作过于忙碌#通常情况下#医护人员在工作过于忙

碌的情况下会选择将手清洁环节省去#从而导致医院

感染的发生*

49$'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例医护人员手

卫生依从性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消毒剂对皮肤有刺

激/#占
4'&'2

%其次为.工作忙/#占
3'&'2

%再次为

.医院干手用具缺乏/.医院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分别

占
.'&'2

'

*+&*2

%最后为.缺乏关于手卫生的奖惩制

度/#占
(*&'2

#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因

此#医院应该加强医护人员手卫生职业安全'职业行

为教育#同时制订相关的奖惩制度#配备完善的干手

用具#对清洁结合护肤的手卫生操作方法进行大力推

进#从而促进医护人员依从性的提升#将医院感染发

生率降低到最低*

$$9$%

+

)

综上所述#医护人员对手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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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从性均较低#医院管理者应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医疗

人员对手卫生的重视#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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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预见性护理干预在医院感染预防及患者满意度应用中的效果评价

郝
!

晶!张
!

婷!严文萍#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手术室!西安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手术室预见性护理干预在医院感染预防及患者满意度中应用的效果%方法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的
$%'

例手术患者作为对照组!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的
$%'

例手术患者作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检测合格率&切口感染率&手术效率&

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医护人员手部&空气&物体表面合格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切口感染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消毒管理评分及物品管理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手术准备时间及接送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总满意率为
4)&))2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预见性

护理干预有助于减少手术室医院感染!并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手术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预见性护理#

!

医院感染#

!

满意度

中图法分类号"

8(+$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4(**

"

%'$3

$

$.9%*'%9'(

!!

医院感染指的是在医院内发生的感染#医院感染

不仅对患者的治疗造成影响#增加了医患纠纷及患者

死亡的发生风险#而且亦增加了医护人员工作量*

$

+

)

手术室为医院治疗疾病的主要场所#涉及患者多#是

造成医院感染的重点科室#因此#加强手术室医院感

染预防及控制#对减少切口感染及交叉感染#提高疾

病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

+

)预见性护理为护理人

员通过运用自身的护理知识及临床经验#寻找潜在风

险因素#采取相应的预见性的护理措施进行提前干

预#从而有效降低切口感染等不良事件发生风险的一

种护理措施*

)

+

)本研究将预见性护理干预应用于手

术室医院感染控制工作中#取得了满意效果#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妇科手术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均为女

性患者)入选标准!年龄在
$3

岁以上%均接受手术治

疗%均为
%

类清洁切口手术%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年龄在
$3

岁以下%语言或

者交流障碍%急诊手术%术前存在急慢性感染者%特殊

人群如精神疾病患者等%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凝血

功能障碍)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实施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

PFHQC<5D=E

!

,@

"

@>A%'$3

!

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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