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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

精细化管理在手术室感染控制中的效果评价
李文莲，侯佳丽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麻醉科，云南  昆明  650204）

0　引言

手术室是院内感染一个敏感区，且感染诱发因素较多 [1]。

以往，手术室多实施常规护理管理，但该管理模式对感染防

控干预力度不够，感染控制效果不理想 [2]。在手术室感染控

制中应用精细化管理干预，效果理想，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本院手术室护理管理情况。按照管

理措施分组，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为对照组，精细化流程干预（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8 月）

为研究组。分别在两组干预期间各抽取 100 个空气培养点位，

各 100 例外科刷手培养结果，各 100 件高压灭菌器械培养结果，

各 100 件低温等离子灭菌器械培养结果，各 100 件已经备于

器械台上的一次性无菌物品的培养结果，各 100 例开启于效

期内皮肤消毒液的培养结果，各 100 例手术器械台面的培养

结果，两组资料培养结果对比，有对比度。

1.2　管理方法。对照组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包括制定

手术室控感管理制度，环境及手术器械物品、手术人员规范

操作抽样监测管理等。研究组则实施精细化流程干预，内容

包括：

1.2.1　人员管理：①设定手术室控感管理小组：设置组长及

小组成员共 4 人，参与日常手术的控感监督管理工作，对发

现的问题或隐患及时干预，并记录于工作日记上，在科室护

理质控会时，进行通报和讨论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②协调

主管部门授权监管参与手术操作的所有人员：授权后能及时

纠正和制止参与手术人员的不规范操作和行为，严格落实无

菌操作和控感制度。③加强进修和实习人员的监管：给进修

和实习人员穿着专色的服装，便于对此类人群加强关注，在

方便带教的同时，防范其违反控感规定甚至破坏无菌。④组

织控感知识的学习培训：制定相关的手术室控感培训计划，

定期组织科室人员参加学习培训，增强科室人员的手术控感

意识和责任意识。

1.2.2　环境管理：①手术环境和区域及流向监管：设定手术

间环境卫生监督员，实行术间三包及问责制，奖惩并重。按

照限制区、半限制区、非限制区严格管理进出人员和物资，

尤其对长难执行的使用对接车、标本查看等环节在加强监管

的同时，优化并修正流程，利于执行，从而降低环节风险。

②严格落实手术间的保洁措施：除外对手术间空气、物品表面、

地面的常规净化保洁外，要求巡回人员对术中溅落的血渍和

污物正确及时清理，避免长时间暴露和扩大污染

1.2.3　物品管理：①一次性物品的使用监管：实行外包装不

入库，手术间内定量存放使用，每月对手术间和无菌物品补

充间内的一次性物品，进行包装质量和有效期的检查，保证

每一例手术的安全使用。②高压灭菌物品的使用监管：实行

专人管理，每天查看整理，分类有序放置，便于高效安全取用。

③低温等离子灭菌物品的使用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完成包

装、灭菌、培养、存放、查看整理，便于安全高效使用。④

各类消毒剂的使用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对开启时效标识清晰，

及时增补或丢弃，并定期对启封使用中的消毒液进行采样监

测，保证使用的安全性。

1.3　观察指标。分别在两组干预后 1 年内，随机抽取无菌物

品、物体表面、医务人员手部细菌、空气检测样本各 100 份，

记录采样合格率。

2　结果

研究组无菌物品、物体表面、手部细菌、空气采样合格

率均高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两组采样合格率对比（n，%）

指标 组别 采样数 合格率

无菌物品
研究组 100 100%

对照组 100 94%

物体表面
研究组 100 97%

对照组 100 88%

外科洗手
研究组 100 98%

对照组 100 87%

空气培养
研究组 100 98%

对照组 100 90%

3　讨论

手术感染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还会影响到

医患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故需临床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控制

措施，不断降低和减少因人员、环境、物品因素而导致手术

感染的发生率。实施精细化管理模式，强调在参与手术的人员、

环境、物品进行精细化管理干预后，相较于对照组，研究组

采样合格率更高，凸显出精细化管理干预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手术室感染控制中精细化管理干预的应用效

果更为理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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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精细化管理干预在手术室感染控制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手术室护理管理情
况，按照管理措施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与研究组（精细化管理干预）。对比两组采样合格
率情况。结果   研究组采样合格率高于对照组。结论   手术室感染控制中精细化管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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