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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矿难矿工医疗救治工作中医院感染管理的特点'方法
!

对矿难矿工施救的医院进行现场

调查%根据现有条件提出可行的感染控制措施%同时观察控制措施的效果%并结合患者病情的发展及时调整感染控

制措施'结果
!

经各级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被救矿难矿工没有发生医院感染%有效地保障了医疗救治的成功'

结论
!

实施的感染控制措施适当&有效'

"关
!

键
!

词#

!

矿难*矿工*医院感染*感染控制*医疗救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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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

事故%

#')

名矿工被困井下%

%

月
'

日#矿难后第
&

天$成功救出
##'

名矿工'笔者随卫生部医疗救治

专家组参加了其中
''

名矿工在河津地区进行医疗

救治中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现将笔者在此

次医院感染防控工作中的难点与体会作一总结%以

资借鉴'

2

!

患者的一般情况

被救治的
''

名矿工均为男性%青壮年%既往基

本体健%被困井下
*

天%未进食%只喝不等量的矿井

透水'被救出时%患者体质虚弱&营养不良&脱水&电

解质紊乱%神志清楚%全身污染较重%部分患者有皮

肤损伤或皮肤感染&高血压或低血压&低体温&心率

过快或缓慢等'

3

!

患者安置情况

''

例患者分别被安置在离透水矿井最近的一

所县级市综合医院和一所厂矿企业综合医院的外科

病房内%这
!

所医院均为二级医院%全院总病床数在

)""

张左右%病房建筑为年久旧式病房大楼%病房的

墙皮大片脱落'病区的布局(中间为一通道%通道一

侧设置病房#不带卫生间$%分别是
)

人间和
(

人间%

数量各占一半%

(

人间安置患者的密度相对较大*通

道另一侧为辅助用房%包括护士站&治疗室&换药室&

办公室&卫生间#男女各一$&杂物处理室等'只在护

士站&治疗室和卫生间设有洗手池%企业医院为手拧

式开关%市医院护士站&治疗室的洗手池为脚踏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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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基础卫生设施较差%采用墩布拖地'

4

!

医院感染防控基础

这
!

所医院均设有感染管理科%配备
!

(

)

名专

#兼$职人员%开展了基本的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在

收治矿难患者后%高度重视医院感染的防控工作%如

加强消毒%要求进入病房的人员戴口罩&帽子等%其

中
#

所医院还制定了-矿难患者医院感染应急预

案.%-病人卫生小常识.发给患者'

5

!

医院感染管理的难点

%/#

!

患者病情重#抵抗力低
!

患者被困井下长达
*

天%被救出时表现为极度营养不良&严重脱水&电解

质紊乱&全身污染严重'

%/!

!

手卫生条件差
!

手卫生为预防医院感染的关

键措施%而这
!

所医院只有治疗室&护士站和卫生间

设有洗手池%洗手池数量严重不足%而且缺乏清洁剂

和干手用品%做好手卫生面临着较大的困难'

%/)

!

基础卫生条件差#消毒工作有距离
!

由于病房

为年久失修的建筑%潮湿&基础卫生差%积尘多'对

消毒工作的管理尤其是卫生员对病房的消毒工作不

到位%包括使用消毒剂的种类&浓度及作用时间等%

难以达到消毒的要求'患者的洁具如面盆&毛巾&尿

壶等虽然为专用%但很难达到清洁与干燥%存在感染

隐患'

%/%

!

病房拥挤
!

来自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参与医

疗救治的人员非常多%单位空间内安置的患者也多

#如
(

人间病房$%查房的医务人员多%最多时能达到

!"

(

)"

人%这些对控制外来带入感染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

%/'

!

医务人员为临时组合
!

参加医疗救治的医务

人员来自卫生部医疗专家组&省卫生厅派驻的医疗

专家组和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由于来自不同的层

面&不同的医院%医院感染防控意识与知识水平差异

较大%某些人的不规范操作%会导致多数人防控工作

的失效'

M

!

医院感染防控的体会

此次患者的救治是一次特殊的政治任务%是对

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考验与挑战%对患者的救治只

能成功不能失败%更不能因发生医院感染而影响救

治的成功'因此%压力大'救治是在基层医疗机构

进行%条件有限%如何做好医院感染的防控工作%成

为关键'笔者对此有如下体会'

'/#

!

加强进入病房人员的管理#严格探视制度
!

由

于此次住院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党和政府对他

们的医疗救治高度重视%因此关心&探视&采访等的

人员特别多'如何既能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

暖%满足媒体采访&及时发布各种信息%又能让患者

得到最佳救治%有效控制进入病房人员的数量和对

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预防社区感染的带入%就成为

预防患者医院感染的重点'

'/!

!

根据患者病情的进展#及时调整医院感染防控

措施
!

如患者刚入院时%主要治疗措施是输液&吸氧

及各种检查%感控措施主要为对氧气湿化瓶的消毒&

湿化水的管理%观察有无输液反应%加强标本采集过

程中的无菌操作等*而随着患者营养状态的改善和

恢复%停止输液和吸氧%改口服补充营养时%患者也

开始排便及下床活动等%这时及时调整感控措施%如

加强对患者排便的管理%加强卫生宣教#包括卫生常

识和手卫生等$%以预防交叉感染*随着患者病情的

稳定%开始允许家属探视%这时加强对家属的卫生宣

教和管理%就列入议事日程'因此%感染管理专职人

员应经常深入病房%积极参与临床医生的查房&密切

观察护士的操作%及时发现新情况%及时调整感控措

施*同时%通过参加查房等工作%可督导感控措施如

手卫生等的有效落实'

'/)

!

手卫生是预防患者发生感染的关键措施$

#$!

%

!

因此类患者最可能发生接触传播的感染性疾病%

做好手卫生成为本次感染预防的重点'我们通过改

进手卫生设施%如广泛使用速干手消毒剂%及时配备

洗手肥皂与干手纸巾*加强医务人员和进入病房人

员的培训*张贴警示标志和警示语等%提高医务人员

手卫生的依从性%有效地预防了医院感染的发生'

'/%

!

预防基础护理工作中发生感染$

)

%

!

由于煤矿

工人的职业特点%其个人卫生差%加之体质极度虚

弱%基本的生活料理如洗头&洗脸&洗脚和擦身以及

大&小便等均由护士或护工在床旁完成%患者集中入

院%工作量相当大%这时如何预防在护理工作中的交

叉感染%以及预防护理过程中患者着凉和感冒%也就

成为重要的一环'

'/'

!

因地制宜#采取措施预防感染
!

这是一次意外

的透水事故%是一次应急事件%患者被转送至离事发

地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当各种条件有限时%应因地

制宜采取控制措施'如病室没有卫生间%应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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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厕所的管理%经常督导卫生员的工作*对进入病

房的人员加强卫生宣教*在病区的入口处%配备各种

医院感染防控用品和宣传&警示标语%并设置专人加

强对进出病房人员的管理等'

'/(

!

加强医院感染的监测#及时发现隐患
!

患者的

病情每天都不同%此时应加强与医务人员的沟通%密

切观察患者各种检查%包括三大常规的异常发现&有

无发热&皮肤感染&是否使用抗菌药物等与感染有关

的特异性指征'对重症患者重点监测与管理%如某

医院收治了
!

例白细胞数
"

)/"0#"

&

,

R

的患者%

我们及时采取了保护性隔离措施*患者开始排便时%

病房异味增加%则及时加强病房的清洁等基础卫生

工作*对个别发生咽红&咽痛等着凉感冒症状的患

者%及时调整病房通风的方式与时间%并注意基础护

理工作中患者的保暖等'

'/+

!

培训是防控医院感染的基础$

%

%

!

进入病房的

人员多%其文化和卫生知识水平&卫生习惯#包括手

卫生习惯$不同%因此应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这些

人员的培训与管理%使他们了解标准预防&手卫生&

医院感染防控相关知识%依从医院感染的控制措施%

预防社区感染的带入和交叉感染'

'/*

!

多部门合作#齐心协力防感染
!

在整个医院感

染的防控工作中%医院相关部门如医务科&护理部&

感染管理科及临床&检验&后勤等部门%都积极参与

到医院感染的防控工作中*同时%来自不同层面的医

务人员齐心协力%使医院感染的防控措施及时到位%

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为医院感染的预防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

!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

虽然此类患者抵抗力低%

容易发生感染%但在没有感染的征象时%我们严格控

制抗菌药物的预防性应用'在收治的患者中%基本

上没有使用抗菌药物%有效地预防了内源性感染的

发生'

总之%通过上述综合措施%在收治的
''

例患者

中%无一例发生医院感染%证实上述监控措施的有效

性'同时%政府对医院感染防控工作高度重视%在医

疗救治的同时进行医院感染的预防%充分体现了医

院感染防控关口前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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