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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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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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年龄
%$

!

.3

岁#

平均$

).&$4U.&(+

&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

例#高中及中专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手术分布!

子宫切除术
$3

例#输卵管系膜囊肿剥除术
$%

例#子

宫肌瘤剔除术
%(

例#卵巢囊肿剥除术
(+

例#附件切

除术
$4

例)观察组年龄
%'

!

.+

岁#平均$

).&*)U

.&3$

&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4

例#高中及中专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手术分布!子宫切除术
$'

例#输卵管系膜囊肿剥除术
4

例#子宫肌瘤剔除术
)(

例#卵巢囊肿剥除术
(4

例#附件切除术
$3

例)两组

患者年龄'性别'学历分布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实施)

$&/

!

方法
!

对照组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干预#包括

医护人员消毒'器械消毒'手术室环境消毒'切口感染

预防等)观察组实施手术室预见性护理干预)$

$

&在

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之前#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结合

本院实际情况对手术室感染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如参

观人员过多'护理人员医院感染预防意识不强'手术

时间过长'消毒隔离管理不到位等科室因素#以及年

龄较大等患者自身方面因素#详细了解上述风险因

素#以做好预防控制准备)$

%

&成立感染质控小组#由

护士长担任组长#感染监测人员'经验丰富护理人员'

消毒隔离人员组成)$

)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由护士

长负责手术室设备物品$包括物体表面'空气'医护人

员手部'紫外线灯'手术室恒温箱等&消毒监测#消毒

隔离制度落实情况#以及日常感染控制工作检查及监

督工作)每周进行
$

次检查#每
%

周进行
$

次随机抽

查#发现问题后及时总结分析并提出处理措施%感染

质控小组不断更新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洗手制度'消

毒制度'门卫制度'参观制度'手术室卫生制度等%严

格按照医疗废物处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执行#如一次

性物品在使用之后必须要分类处理%制订医院感染监

控记录单#内容包括患者资料'监测护士'监测项目以

及出现异常时间'报告人'采取的措施等#确保监测系

统资料完整详细)$

(

&手术物品的管理!对于手术所

需物品器械等均由专人进行统一管理#要严把使用

关'拿包关及消毒关%手术器械在多酶液体浸泡之后

进行机械清洗#耐湿性器械进行低温等离子清洁#耐

高温高压器械进行高压消毒清洁%物品器械消毒之后

由专人质检#检查生物指示卡和有效期%一次性物品

要确保.三证/齐全#使用之前核查无菌有效期#检查

密封是否良好#在使用之后按照医疗废物规范进行规

范处理)$

*

&手术室环境管理!建立健全手术室参考

制度#限制参观人数#不同手术间禁止出现人员流动%

手术室每天在洁净机组开机时进行湿式消毒#采用含

氯消毒液对手术床'物体表面'无影灯'紫外线等进行

擦拭%连台手术在消毒情况下#层流净化至少
)'J=E

后方可使用%在手术结束之后#手术间要进行通风%空

调过滤板及回风口要定时清洁%手术间培养不合格时

要暂停使用#直至培养合格)$

.

&建立标准化手术流

程!术前核查各种器械'设备以及仪器等是否可正常

运行#仔细核对患者信息#建立静脉通道#展开无菌

台#进行手术#术后配合医生处理#固定引流管#送患

者到病房#详细交班#对手术间物品进行核对'补充以

及清洁灭菌#做好接台准备)$

+

&医护人员管理!手术

室医护人员定期进行医院感染的业务学习#每季度组

织
$

次医院感染相关知识以及规章制度考核#不断提

高业务素质)

$&'

!

观察指标
!

比较两组消毒合格率$包括医护人

员手部'手术室恒温箱'空气'物体表面等&'切口感染

率'手术效率患者满意度及手术室护理质量#其中护

理质量参照文献*

(

+中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包括消

毒管理评分及物品管理评分#满分为
$''

分#得分越

高表示手术室护理质量越高%手术效率包括手术准备

时间'每台手术时间以及接送时间)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LU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消毒合格率及切口感染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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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两组消毒液'无菌包合格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消毒合格及切口感染情况比较&

)

#

2

$'

组别
)

医护人员手部 消毒液 空气 物体表面 无菌包 切口感染

观察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对照组
$%' $$%

$

4)&))

&

$$3

$

43&))

&

$$$

$

4%&*'

&

$$(

$

4*&''

&

$%'

$

$''&''

&

+

$

*&3)

&

!

%

3&%+. %&'$+ 4&)*$ .&$*( '&''' (&.**

"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

PFHQC<5D=E

!

,@

"

@>A%'$3

!

R;D&$*

!

S;&$.



/&/

!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
!

观察组消毒管理评分及物

品管理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分(

LUF

$

组别
)

消毒管理评分 物品管理评分

观察组
$%' 44&$(U$&%4 4+&%)U%&(.

对照组
$%' 4)&3*U%&*( 4%&)4U$&.3

A %'&)($ $+&+43

"

$

'&''$

$

'&''$

/&'

!

两组手术效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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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手术效率比较#

J=E

(

LUF

$

组别
)

手术准备时间 接送时间

观察组
$%' )(&$.U*&34 %*&)4U*&$%

对照组
$%' ($&3+U+&(. )%&%.U3&+4

A 73&33. 7+&)43

"

$

'&''$

$

'&''$

/&1

!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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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

#

2

$'

组别
)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

$

*'&3)

&

*$

$

(%&*'

&

.

$

*&''

&

%

$

$&.+

&

$$%

$

4)&))

&

对照组
$%'*3

$

(3&))

&

($

$

)(&$+

&

$%

$

$'&''

&

4

$

+&*'

&

44

$

3%&*'

&

'

!

讨
!!

论

!!

预见性护理不同于常规护理干预#是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进而制订详细周密的护理计划#然后根据护

理计划再制订护理措施#从而能够保障护理质量的一

种护理模式)预见性护理是以提高护理及治疗效果

为目的一种全程优质护理模式#以先预防后治疗为基

本原则#护理工作可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预防#从

而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优质护理服务*

*

+

)目前#预见

性护理在临床中的应用较为广泛#谭琼等*

.

+的研究显

示#预见性护理干预减少了儿科病房医院感染的发

生%陈文虹等*

+

+研究亦指出#预见性护理干预降低了

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医院感染率)

有文献报道#医院感染引起的额外病死率为

(2

!

))2

#给患者家庭及社会造成巨大损失*

3

+

)随

着人们对高质量医疗服务追求及法律意识的不断增

强#医院感染预防及控制已经成为医院管理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手术室感染为医院感染当中最为关键

且可能造成较大危险的一个重要环节#医院以及患者

因素等均有可能导致手术室医院感染的发生*

4

+

)因

此#在手术过程中进行严格'有效'规范的感染预防管

理对减少手术室感染及医院感染均有重要意义)

预见性护理干预的实施#提高了消毒合格率及护

理质量)标准化'程序化'系统化的护理工作模式能

够有效提高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效率#减少遗忘'差错

等护理错误的发生)预见性护理干预一改常规手术

室医护人员被动进行护理工作的模式#能够有预见

性'有目的地参与各项护理工作)通过运用感染质量

控制管理方法及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学习感染防控知

识#提高了医护人员感染预防理念#使其熟知手术室

护理存在的高危因素#确保了感染工作能够落实到手

术全过程#以及各项医院感染规章制度的严格落实#

包括手术室环境'物品'器械等的消毒工作积极进行#

手术所需物品的管理更加规范#从而有助于降低手术

室医院感染发生风险)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实施预

见性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提高护理质量及消毒合格率)

预见性护理干预的实施#提高了手术效率)临床

相关研究指出#参观人员'抗菌药物使用'接送时间'

手术时间及接台手术等为造成手术室感染的主要危

险因素*

$'9$$

+

)因此#控制手术时间'参观人员及接送

时间能够减少手术室医院感染的发生)预见性护理

的主要原则即通过运用自身的护理知识及临床经验#

制订计划及护理措施)通过建立健全标准化手术流

程及手术室参考制度等#手术室医护人员严格落实按

照规章制度#有据可依#加强了参观人员'接送时间及

手术时间等的控制#从而减少了切口感染的发生)本

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能够显著减少

手术准备时间及接送时间#从而有助于提高手术效率)

高连珠*

$%

+的研究显示#预见性护理干预明显减少了颅

脑损伤手术患者术前准备时间及静脉通路建立时间)

预见性护理干预的实施#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患

者满意度为评价医疗服务质量的一项常用的重要主

观指标#反映出了患者在就诊过程中的主观感受#而

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医院的现代管理的整体

技术水平*

$)9$(

+

)预见性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

护理工作的重要体现#寻找潜在不良事件风险因素#

并通过积极主动的护理最大程度减少风险因素#从而

保障患者医疗安全)同时#患者满意度提高#有助于减

少医患矛盾)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满意率为

4)&))2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2

)由此可见#预见

性护理干预增加了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干预有助于减少手术室医

院感染#并提高了手术室护理质量'手术效率和患者

满意度#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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