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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护人员手卫生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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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大量侵入性操作的临床

应用以及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医院感染率逐年上

升'医护人员做好手卫生是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要措

施%而洗手被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最基本的&最简便

易行的预防和控制病原体传播的手段之一!

%

"

'正确

的洗手可降低手部细菌量尤其是致病菌数量%从而

降低通过手传播疾病的可能性%最终达到降低医院

感染发生率的目的!

!

"

'本文就近年来医护人员手卫

生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A

!

手卫生指征

%'#+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

$推出

(医院洗手实践指南)%规定医护人员在出现一些临

床情况时须用普通清洁剂和流动水洗手!

&

"

'随着洗

手及手消毒研究的不断深入%

%''+

年%美国控制感

染专业协会#

6F1@

$推出了(洗手及手消毒指南)

!

)

"

'

!""!

年%美国
@E@

再次发布了(医疗保健机构手卫

生指南)

!

+

"

%其将洗手&手消毒等概念统一定义为手

卫生%并进一步细化了手卫生指征%包括
%+

项%分别

是*#

%

$接触患者前+#

!

$接触患者后+#

&

$静脉抽血和

动脉采血前+#

)

$肌内注射&皮下与皮内注射前+#

+

$

周围静脉置管和中心静脉置管前+#

(

$测量血糖&灌

肠&导尿等其他侵入性操作前+#

*

$双手从患者身体

的污染部位移至清洁部位前+#

#

$双手接触患者的黏

膜及不完整皮肤后+#

'

$接触患者的体液&排泄物&分

泌物或伤口敷料后+#

%"

$接触患者周围物体后+#

%%

$

处理完被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污物污

染的被服&器械&设备&物品后+#

%!

$护士去卫生间

前+#

%&

$使用卫生间完毕后+#

%)

$执行无菌操作需要

戴无菌手套前+#

%+

$戴手套的护士每接触一位患者

脱手套后'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手部卫生指南%现有的手

部卫生相关程序仅在(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试行$)&

(医院预防与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医院感染技术

指南)及(消毒技术规范)中有部分介绍'

!"""

年卫

生部颁布(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试行$)%对洗手设备&

洗手指征&洗手方法&消毒手指征&消毒手方法以及

外科刷手等作了简单介绍!

(

"

'

!""!

年卫生部颁发

(消毒技术规范)%指出医护人员在临床实践中应采

用六步洗手法洗手%并规定了手消毒剂的种类%以及

手采样和检测办法!

*

"

'

B

!

临床医护人员手卫生现状

临床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差'国外资料显

示!

#

"

%医护人员手卫生行为的依从率一般波动在

+G

#

#"G

%平均约为
)"G

'我国尚少梅!

'

"等调查
)

所综合医院
%*#

名护士%其洗手率为#

%(-'+/

%!-'+

$

G

+王艳红调查
%**

名临床一线护士#手术

室&传染科护士除外$的手卫生状况%结果显示手卫

生依从率仅为#

%)-')/!%-&"

$

G

!

%"

"

'造成手卫生

依从率相差较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研究所确定

的手卫生指征不同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所选取的

研究对象来自不同科室有关'另外%操作前与操作

后手卫生依从率不同'黄菊如!

%%

"等随机观察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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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护士的洗手情况%结果显示%其操作前洗手率

为
!#-&G

%操作后洗手率为
&(-&!G

'吴欣娟!

%!

"等

选取重症监护室#

1@;

$&急诊&妇产科&儿科&普通内

科&普通外科
(

个科室%采用隐蔽性观察法%观察其

护理人员操作前后的洗手情况%结果显示%护理人员

操作前的洗手依从率仅为
&-(G

%操作后的洗手依

从率也仅有
&"-'G

'可见护理人员操作前的洗手

依从性明显低于操作后'不同科室医护人员的手卫

生依从性不同%急重症病房护士的手卫生知识及手

卫生依从率优于内科性和外科性病房的护士!

%"

"

'

对于不同的手卫生指征%临床医护人员的依从性也

有差别'王艳红!

%"

"等的研究显示%各指征出现后%

手卫生依从率较高的依次是处理污物后&脱手套后%

分别为#

('-*"/)(-(*

$

G

和#

!'-*+/)"-##

$

G

%而

采血前&注射前&从污染到清洁&接触黏膜后手卫生

依从率最低%均为
"-""G

'黄菊如!

%%

"等发现护理人

员在进行同类型的无菌技术操作或侵入性操作时

#如静脉输液&肌内注射&皮内注射等$%往往忽略两

位患者之间洗手这一环节'

临床护士与医生及其他医技人员的手卫生状况

也有差别'徐敏和熊薇!

%&

"采用问卷方式随机对
!("

名医护人员进行手卫生知识调查%结果显示%护士接

受过手卫生培训者占
'!G

%高于医生的培训率

)!G

'周艳霞!

%)

"等对临床医生和护士的调查显示%

护士手卫生相关防护知识知晓率与执行率明显高于

医生'

D

!

影响临床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的因素

&-%

!

主观因素

&-%-%

!

手卫生知识缺乏
!

刘玉琼!

%+

"对
%#)

名医务

人员进行洗手知识的问卷调查%发现医务人员普遍

存在洗手知识缺乏%特别是对手清洁和消毒的指征&

手采样时间&中和剂的使用等问题缺乏正确认识'

王艳红!

%"

"等调查显示%只有
!"-&G

的护士手卫生知

识达到满分%

+!G

的护士手卫生指征知识达到满分'

周艳霞!

%)

"等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要求被调查对象

对手卫生概念&标准隔离措施&自我防护原则和洗手

方法的掌握等问题进行回答%结果显示%临床护士对

手卫生各调查项目知晓率最高为
(%-"G

%最低为

))-"(G

'由此可见%临床护士手卫生相关知识缺

乏%是导致其手卫生依从性差的主要原因'

&-%-!

!

手卫生的认知偏差
!

由于手卫生知识缺乏%

致使医务人员对手部清洁&消毒认识上有误区'有

的医务人员认为0手上无明显的污迹即是清洁%不需

洗手1+0未接触患者明显污染部位如伤口脓液&排泄

物&分泌物等即是手未被污染%不需洗手1+0接触同

一患者不需洗手1+0不接触患者非完整皮肤或黏膜

则不需洗手%戴手套操作不需要洗手1

!

%(

"

'张晓

春!

%*

"等的研究显示%

!&G

的临床护士认为护理同一

病种患者不会造成交叉感染%没有必要洗手'还有

部分医护人员认为%手卫生与临床医疗质量无

关!

%)

"

'造成医护人员这些不正确的认识%一方面与

其手卫生相关知识缺乏有关+另一方面%临床缺乏强

有力的数据证明手部卫生清洁有减少病菌感染的重

要作用'

&-%-&

!

手卫生技术掌握差
!

相当一部分医护人员

手卫生技术掌握较差%医院感染意识淡薄%再污染现

象严重'吴淑梅!

%#

"等报道%

'+G

的内科医生和
'"G

的护士认为自己的洗手方法正确%然而通过客观观

察结果显示其实际洗手技术并不符合要求'一项对

!("

名医务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只有
*"-&#G

的医

务人员掌握六步洗手法!

%&

"

'且洗手后用白大衣&公

用毛巾擦手者高达
#(-+G

!

%*

"

'崔霞!

%(

"等的研究结

果显示%操作后洗手率为
))-()G

%其中有效洗手率

仅为
!&-!%G

'这些都反映了医务人员手卫生的实

际效果较差%因此也不能达到避免医院感染的目的'

&-!

!

客观因素

&-!-%

!

洗手设施不完善
!

洗手池数量不足%护士在

病房完成操作后洗手不方便%从而影响洗手的顺应

性'洗手池水龙头开关细菌污染严重&肥皂不能保

持干燥&肥皂盒细菌污染严重等都导致手卫生有效

性差'据报道!

%'

"

%肥皂盒中的湿肥皂带菌率达

%""G

%其中致病菌携带率为
)!-'G

+而干燥的肥皂

带菌率为
%(-*G

%其中致病菌携带率仅
#-&G

'

缺乏干手设备'国内仅少部分医院的医护人员

使用一次性擦手巾或纸巾擦干手%绝大部分医护人

员使用的是公用大毛巾或者是个人使用的小毛巾干

手%用白大衣两腋下或内面擦手的人也为数不少!

!"

"

'

有研究表明!

!%

"

%擦手毛巾是环境中一个储菌源%其染

菌量
%""G

超过部颁标准%是标准的
&"-*

倍%其中最

多可达标准的
%"%-&

倍%最少也是标准的
!

倍'

洗手对局部皮肤产生刺激'经常洗手会使皮肤

含水量减少而出现皮肤发干&皲裂等现象'在执行

手卫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皮肤问题是影响医护人员

手卫生依从性的原因之一'张晓春!

%*

"等的调查中%

%+G

的护士认为经常性洗手会使皮肤粗糙+

&%-+G

的护士认为化学消毒剂具有腐蚀性%不宜过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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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艳霞!

%)

"的研究发现%有少数医护人员惧怕长期洗

手或手消毒会损伤皮肤'

&-!-!

!

人力资源不足
!

工作繁忙程度是影响医护

人员洗手依从性的重要因素'护理人力资源不足是

当前我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

年%卫

生部对全国
)""

所医院的人员配置状况进行调查%

发现全国护理人员与病房床位比为
%0"-&&

!

!!

"

%尚未

达到我国
%'*#

年卫生部颁布的(综合医院组织编制

原则#试行草案$)规定的床位与病房护理人员比例

为
%0"-)

的标准!

!&

"

'护理人员严重缺编&护士工作

量大&可获得的时间少&急诊和危重患者多等%均导

致护理人员没有时间做好手卫生'工作越忙的病

区%医护人员手接触患者的次数越多%手污染越严

重%但实际上洗手次数却越少'有调查显示%

+*-+G

的护士认为工作太忙%没时间洗手!

%*

"

+

(+-+&G

的护

士认为0工作太忙1是影响其执行手卫生的主要因

素!

%"

"

'可见%临床护理人力资源不足是导致手卫生

依从性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

!

手卫生相关教育$监督$管理机制不完

善
!

有些医院对手部卫生清洁重要性的推广不力%

对于手卫生规范未形成制度%医务人员无章可循'

有研究显示!

!)

"

%在培训与宣教的层面上%医院进行

手卫生知识和法规培训与宣教的程度%决定了医务

人员手卫生防护知识知晓率和手卫生执行率的高

低'王艳红!

%"

"等的研究显示%

("-)+G

的护士认为

0未对洗手或擦手的效果进行有效监控1是影响手卫

生依从性的因素+另有
+)-!&G

的护士认为0没有针

对洗手或擦手的奖惩措施1也影响了其对手卫生的

执行'

F

!

提高手卫生依从性的对策

)-%

!

政策保障
!

在国家层面上%应尽快出台手部卫

生指南%明确要求医护人员每次为患者诊疗时都必

须是清洁的双手%每次为患者诊疗后都必须清洁双

手+明确洗手和使用手部消毒剂的指征+在无明显污

染物的情况下%洗手和使用快速醇类消毒剂揉搓双

手都是可靠的选择!

!+

"

'

)-!

!

完善手卫生设施
!

病房及诊疗科室应设有专

用洗手池%数量足够%使用方便'洗手设施采用流动

水%开关采用脚踏式&肘触式或感应式%洗手水池旁

有正确洗手方法的文字说明和图示%配有足够的抗

菌洗手液%并根据科室需要选用纸巾&风干机&擦手

毛巾%科室备有工作人员使用的指甲剪'在治疗车&

洗手池等处摆放快速手消毒剂%以提高医务人员洗

手的依从性!

!(

"

'在选择消毒剂时%应尽量选用医护

人员感觉舒适&易接受的手部消毒剂%并应在提供洗

手消毒液的同时提供手护理霜%加强手部护理!

!+

"

'

)-&

!

合理配置护理人力资源
!

在现有的人力资源

基础上进行科学配置%以减轻护理人员工作强度%从

而改善护理人员的洗手依从性'

)-)

!

加强手卫生培训$宣传和管理
!

提供系统化的

培训教育%包括全员集中培训&重点科室专题培训和

新上岗人员岗前培训'做好手部卫生的宣传工作%

使临床医务人员对手卫生知识从初步了解到全面掌

握+同时%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应制定本院的手卫生标

准%成立手卫生管理小组并确定目标%制订工作计

划%进行阶段总结及效果评价!

!+

"

'

G

!

手卫生研究前景

虽然目前对手消毒剂的研究较多%但是洗手仍

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预防医院感染的重要措施之

一'有学者认为!

%

"

%在实际工作中应严格掌握普通

洗手和手消毒的指征*当手部有可视灰尘或接触血

液&体液和蛋白质等污物后%应使用含消毒剂的清洁

剂或普通肥皂流水洗手+如果手部无可视灰尘%在某

些临床操作中可以使用免水洗手液进行常规的手部

清洁+而含消毒剂的清洁剂加流水洗手适合于所有

的临床操作'洗手这一措施对临床医护人员仍然非

常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提高手卫生依从性

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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