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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量控制在减少住院 

高危患儿医院感染中的应用效果

刘芝梅

【摘要】 目的 探讨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量控制（质控）在减少住院高危患儿医院感染中的应用效

果。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 12 月已实施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期间在湖南省儿童医院住院的 70 例高危

患儿作为护理质控组，并选择 2017 年 1 — 12 月未实施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期间住院的 70 例高危患儿作

为常规护理组。比较两组患儿的医院感染率、医护人员工作的合格率以及家属的护理满意度。结果 护理

质控组患儿的感染率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4.29%（3/70）比 18.57%（13/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共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进行 90 次调查，护理质控组医护人员手卫生知识知晓〔90.00%（81/90）比 72.22%

（65/90）〕、手卫生依从〔88.89%（80/90）比 75.56%（68/90）〕、环境卫生抽查监测〔93.33%（84/90）比 81.11%

（73/90）〕、医院感染知识知晓〔92.22%（83/90）比 73.33%（66/90）〕、诊疗区域环境整洁〔95.56%（86/90）比

75.56%（68/90）〕、诊疗区域清洁消毒〔95.56%（86/90）比 75.56%（68/90）〕、诊疗设备清洁消毒〔97.78%（88/90）

比 76.67%（69/90）〕、清洗消毒区域整洁〔95.56%（86/90）比 74.44%（67/90）〕、每日定时通风〔97.78%（88/90）

比 78.89%（71/90）〕合格率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质控组患儿家

属护理总满意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91.43%（64/70）比 75.71%（53/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应用于住院高危患儿，可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合格

率以及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可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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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normalized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in the new situation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in reducing hospital infection of hospitalized high-risk 

children. Methods The 70 cases of high-risk children hospitalized in Hunan Children's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to December 2018 when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was implemented were selected as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group, and 70 hospitalized high-risk children during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when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was 

not implemented were selected as routine nursing group. The hospital infection status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the qualified rate of the medical staff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family membe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fection rate of the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4.29% (3/70) vs. 18.57% (13/70)],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A total of 90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on the work of nursing staff in both groups. Compared with routine nursing group, the qualified rates 

of nursing staff in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spects of knowing the hand 

hygiene knowledge [90.00% (81/90) vs. 72.22% (65/90)],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88.89% (80/90) vs. 75.56% 

(68/90)],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spot check monitoring [93.33% (84/90) vs. 81.11% (73/90)], hospital infection 

knowledge [92.22% (83/90) vs. 73.33% (66/90)], clean and tidy environment in the treatment area [95.56% 

(86/90) vs. 75.56% (68/90)], clean and disinfection in the treatment area [95.56% (86/90) vs. 75.56% (68/90)], 

clean and disinfec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quipment [97.78% (88/90) vs. 76.67% (69/90)], cleaning of 

disinfection area [95.56% (86/90) vs. 74.44% (67/90)], and daily ventilation [97.78% (88/90) vs. 78.89%(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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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是指住院患者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

目前医院感染事件不断发生，已经成为当今较为严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因此控制医院感

染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儿童是医院感染的高

发群体，主要由于儿童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

抵抗力较差，尤其是高危患儿由于病情复杂，抵抗力

相对正常儿童更差，一些致病力很弱的致病菌都可

能导致高危患儿发生局部或全身感染，严重时甚至

会危及生命［1-2］。有研究显示，新生儿重症监护病

房和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医院感染率明显高于普

通病房，进一步说明高危患儿的医院感染发生率较 

高［3］。因此，降低住院高危患儿医院感染的发生率

十分重要。还有研究运用质量控制（质控）图监控

重症医学科医院感染的情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4］。 

本研究从护理方面着手，分析并比较实施新形势常态

化护理质控前与实施后患儿的医院感染情况、医护

人员工作的合格率以及家属的满意度，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选择 2018 年 1 — 12 月已实

施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期间在本院住院的 70 例

高危患儿作为护理质控组，并选择 2017 年 1 —12 月 

未实施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期间在本院住院的

70 例高危患儿作为常规护理组。

1.1.1 纳入标准　年龄≤12 岁。

1.1.2 排除标准　① 患儿家属依从性较差者；② 入 

院时已经感染或入院时处于感染的潜伏期者 ；③ 中

途退出本研究者。

1.1.3 伦理学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本单

位伦理批准（审批号：20191201），所采取的所有检测

均获得过患儿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实施方法

1.2.1 健全新形势下护理考核标准并做到常态化　

将原有的有关消毒隔离、基础护理质量相关的考核

标准进行修订，使其更符合儿科的实际情况，便于进

行质控 ；对儿科护理常规进行修订和完善，使医护

人员的每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将医护人员的考核标

准进行重新修订，适应医院的发展，并添加质量考核

标准 ；对医护人员进行日评、月评、季评，找到护理

缺陷并及时纠正 ；每月考核护理基础质量，发现问

题并提出对策和管理措施 ；不定期进行考核，并将

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使考核常态化。

1.2.2 建立护理质控体系并使质控常态化　建立质

控管理小组，其中护士长 1 名、组长 1 名、高年资护

师 4 名，对消毒隔离和基础护理等工作进行质控 ；

在夜班和节假日安排 1 名护士负责质控及疑难问题

的解决 ；护士长不定期抽查医护人员的工作是否达

到质控标准，使质控做到常态化。

1.2.3 加大质控力度，在常态化管理下持续改进护

理质量　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对手卫生、环

境卫生、医院感染知识、环境整洁、设备清洁、通风

等工作做到心中有数，高年资护师对下属护师进行

质量监控，组长对护士值班情况进行监控，同时让注

重个人卫生的护士共同参与到质量监控中，护士长

对其余未监控到的地方进行护理质量监控。

1.2.4 加强针对医院感染的护理质控常态化管理　

对医院患儿护理人员的手卫生、环境卫生、诊疗设

备卫生等进行监控，严格要求医护人员进行无菌操

作，使室内环境达标，做好健康宣教，动员患儿家属，

保持病房的洁净和通风。

1.3 观察指标　

1.3.1 比较两组高危患儿的医院感染情况，包括免

疫低下、护理不当、其他原因引起的医院感染。

1.3.2 比较两组医护人员的工作合格率，包括手卫

生知识知晓、手卫生依从、环境卫生抽查监测、医院

感染知识知晓、诊疗区域环境整洁、诊疗区域清洁

消毒、诊疗设备清洁消毒、清洗消毒区域整洁、每日

定时通风。

1.3.3 采用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

两组高危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90 分为非常满

意，75～90 分为满意，60～74 分为一般满意，＜60 分 

为不满意，计算总满意率（%）＝（非常满意例数 + 满 

意例数 + 一般满意例数）/ 总例数 ×100%。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l P < 0.05).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rate of family members in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91.49% (64/70) vs. 75.71% (53/70)],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to hospitalized  

high-risk children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mprove the qualified rate of medical staff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s family members, and can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Normalized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in the new situation; Hospitalized high-risk children;  

Hospital infection; Appl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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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高危患儿医院感染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免疫低下

〔例（%）〕
护理不当

〔例（%）〕
其他原因

〔例（%）〕
感染率

〔%（例）〕

护理质控组 70 2（  2.86） 1（1.43） 0（0.00）  4.29（  3）

常规护理组 70 7（10.00） 5（7.14） 1（1.43）    18.57（13）

χ2 值 2.969 2.786 1.007 7.056

P 值 0.085 0.095 0.316 0.008

表 2 两组医护人员工作合格率比较

组别
调查
次数

（例次）

手卫生
知识知晓

〔%（例次）〕

手卫生
依从

〔%（例次）〕

环境卫生
抽查监测

〔%（例次）〕

医院感染
知识知晓

〔%（例次）〕

诊疗区域
环境整洁

〔%（例次）〕

护理质控组 90 90.00（81） 88.89（80） 93.33（84） 92.22（83） 95.56（86）

常规护理组 90 72.22（65） 75.56（68） 81.11（73） 73.33（66） 75.56（68）

χ2 值 9.283 5.473 6.032 11.262   14.565

 P 值 0.002 0.019 0.014   0.001     0.000

组别
调查
次数

（例次）

诊疗区域
清洁消毒

〔%（例次）〕

诊疗设备
清洁消毒

〔%（例次）〕

清洗消毒
区域整洁

〔%（例次）〕

每日定时
通风

〔%（例次）〕

护理质控组 90 95.56（86） 97.78（88） 95.56（86） 97.78（88）

常规护理组 90 75.56（68） 76.67（69） 74.44（67） 78.89（71）

χ2 值   14.565   17.995   15.730   15.580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3 两组高危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非常满意

〔例（%）〕
满意

〔例（%）〕
一般满意

〔例（%）〕
不满意

〔例（%）〕
总满意率

〔%（例）〕

护理质控组 70 42（60.00）14（20.00）   8（11.43）   6（  8.57）91.43（64）
常规护理组 70 28（40.00）11（15.71） 14（20.00） 17（24.29）75.71（53）
χ2 值 5.600 0.438 1.941 6.295 6.295
P 值 0.018 0.508 0.164 0.012 0.01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处理数据，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百分比）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纳入 140 例患儿。常规护理组

男性 39 例，女性 31 例 ；年龄 5 个月～10 岁，平均

（5.65±1.79）岁。护理质控组男性 43 例，女性 27 例， 

年龄 10 个月～9 岁，平均（5.35±1.29）岁。两组的

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具有可比性。

2.2 两组高危患儿的医院感染情况比较　护理

质控组的感染率为 4.29%，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

（18.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3 两组医护人员工作合格率比较　对两组医护

人员的工作进行 90 次调查，护理质控组医护人员手

卫生知识知晓、手卫生依从、环境卫生抽查监测、医

院感染知识知晓、诊疗区域环境整洁、诊疗区域清

洁消毒、诊疗设备清洁消毒、清洗消毒区域整洁、每

日定时通风合格率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2。

3 讨论 

 儿童是医院感染的高发群体，尤其是危重患儿

更易发生医院感染，患儿发生医院感染将会对其康

复治疗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儿科是医院感染预防的

重点科室［5-7］。为降低医院感染率，自 2018 年 1 月

起本院实施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模式，该模式以

人为主，其他手段为辅，使医院的护理质量得到明显

提高。本研究采取的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模式从

人员、药物、仪器、环境、方法 5 个方面进行护理质

控，建立考核和处罚标准，使质控有章可循，且做到

常态化管理［8-9］。本研究建立的质控体系加大了对

护理质量的监控力度，不断提高医护人员对手卫生

知识、环境卫生、医院感染知识、环境整洁、设备清

洁等方面的认知程度以及护理质量，减少医院感染

的发生，使患儿能够更好地康复，从而改善医护人员

与患儿家属之间的关系，减少医护人员与患儿家属

的矛盾，提高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10-12］。

 有研究表明，医护人员手部会携带大量致病菌，

是医院感染的重要传播途径［13］，目前全球公认控

制医院感染重要、简单、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是手卫 

生［14］。林薇等［14］研究显示，采用常规培训同时联

合手污染状况调查的培训方式连续培训 3 个月，即

可很好地促进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同样，医护

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的知晓程度也与医院感染的

发生率有关。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提高了医护

人员的手卫生依从性和医院感染知识认知程度，通

过考核制度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降低

医院感染的发生率［15］。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模

式严格要求医护人员掌握医院感染知识，并严格要

求医护人员进行无菌操作，减少医院感染发生的风

险［16］。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质控组的感染率为

4.29%，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的 18.57%，表明实施新

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模式可降低高危患儿医院感染

2.4 两组高危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护理

质控组患儿家属的总满意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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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率。

 在实施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模式前，多数医

护人员质控意识薄弱。而在实施新形势常态化护理

质控模式后，医护人员的护理质控意识增强，在履行

职责的过程中对护理质量和护理安全等方面存在的

缺陷及时进行纠正，并借鉴他人的经验，相互学习，

相互督促，对手卫生、环境卫生、医院感染知识、环

境整洁、设备清洁、通风等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养成

良好的护理习惯［17-19］。本研究显示，护理质控组医

护人员手卫生知识知晓、手卫生依从性、环境卫生

抽查监测、医院感染知识知晓、诊疗区域环境整洁、

诊疗区域清洁消毒、诊疗设备清洁消毒、清洗消毒

区域整洁、每日定时通风的合格率均明显高于常规

护理组，表明实施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模式可有

效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合格率。

 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的目的是为了给患儿提

供高效和优质的护理和治疗，以患儿为中心，通过对

护理人员工作每日、每月、每季度的抽查，记录护理

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缺陷并及时纠正，循环跟进，使

护理质控持续有效［20-21］。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

要求医护人员自觉遵守规章制度，严格按规范执行

护理操作，体现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满足患儿及家

属的护理需求，提高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22-23］。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质控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总满

意率为 91.43%，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的 75.71%，表

明实施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模式可提高患儿家属

的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新形势常态化护理质控应用于住院

高危患儿，可以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提高医护人

员的工作合格率以及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效果

较好，可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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