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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重症监护室#

=DU

$医务人员手卫生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切实可行的手卫生干预方

法%以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执行率&方法
!

!""*

年为第
%

阶段%对综合
=DU

+神经外科
=DU

+新生儿
=DU

均实行教

育干预和产品干预(

!""#

年为第
!

阶段%在上述基础干预之上开展个性化的干预措施&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并

结合现场观察手卫生过程的方法%调查上述
=DU

医务人员手部卫生执行情况%分析干预前后手卫生的执行率变化&

结果
!

在干预前%

=DU

医务人员的手卫生执行率为
!)-"'/

%经过教育干预+产品干预后%手卫生执行率上升至

(%-)!/

%其中医务人员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手卫生执行率以医疗护理操作之间提高最明显%由干预前的
%"-%%/

上升至
!*-&&/

#

!,"""%

$&干预后%

&

个
=DU

医务人员手卫生执行率均有所提高%且
&

种不同教育干预之间差异

存在高度显著性#

!,"""%

$&结论
!

提供产品干预+基础及个性化教育干预对
=DU

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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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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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医务人员(手卫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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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降低医院感染最可行+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手部卫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

1

!""#

年%依托院级课题%在全院范围内进行了手部卫生活

动的推广%重点在几个重症监护室#

=DU

$进行了干

预试验%

!""*

年提供产品干预和基础教育干预%

!""#

年在上述干预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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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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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对综合
=DU

加强日常监督及反馈(对神经外科

=DU

#

G<=DU

$协助其申报降低肺部感染的课题(将

新生儿
=DU

#

G=DU

$医务人员分批派出去参观学

习%经过
!

年的实践%效果显著%现总结报告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新疆一所
%"""

张床位的三级甲

等综合性教学医院%在该院综合
=DU

+

G<=DU

+

G=DU

工作的人员%包括护士+医生+进修人员+护工&

%-!

!

调查方法

%-!-%

!

调查程序
!

!""*

年
%

1

&

月进行手卫生认

知及行为的基线调查%然后开始实施干预措施%

!""#

年
%"

1

%%

月进行手卫生干预效果调查&

%-!-!

!

现场观察
!

按课题组设计的手卫生观察记

录表及观察程序如实记录
=DU

人员手卫生执行情

况&观察内容包括应执行手卫生次数+实际执行手

卫生次数+执行手卫生方法#包括流动水洗+肥皂加

流动水洗+皂液加流动水洗+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及

时间+干手方法&

%-&

!

干预措施
!

!""*

年为第
%

阶段%对
&

个
=DU

均实行教育干预和产品干预(

!""#

年为第
!

阶段%

在上述基础干预之上开展个性化的干预措施&对综

合
=DU

派人驻守%继续加强日常监督与反馈(对

G<=DU

%帮助其申报降低肺部感染的课题%他们主

动监督%积极反馈%主动与我科人员交流改进措施%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现手卫生的主动控制(

G=DU

为新建%在感染管理办公室的努力下%组织所

有人员分批去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G=DU

参观%实地参观所带来

的认识比无数次的理论说教都有效%使
G=DU

在开

诊之初%就形成良好的手卫生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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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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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资料进

行统计学分析%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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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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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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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后手卫生执行率比较
!

在干预前%

=DU

医务人员的手卫生执行率为
!)-"'/

%经过教育干

预+产品干预后%手卫生执行率上升至
(%-)!/

%其

中医务人员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手卫生执行率以医

疗护理操作之间提高最明显&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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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后手卫生方式比较
!

见表
!

&干预前

后医务人员手卫生方式差异具有显著性#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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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干手消毒剂揉搓所占比率上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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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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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不同工作状态下手卫生执行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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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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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手卫生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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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B+9(%A

!

M$38'$*(%3

7

'$

@

*+9MD>*%3=DU*?59+;5$38

$965;%365;4536%+3

#

/

%

.$*5

$

手卫生方式 干预前#

+,)&'

$ 干预后#

+,%%)!

$

流动水洗
%-(#

#

*

$

%-(+

#

%+

$

肥皂
-

流动水
*)-"+

#

()'

$

%-%&

#

%&

$

皂液
-

流动水
%-&%

#

+

$

&(-!#

#

&#)

$

速干手消毒剂揉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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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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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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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后干手方式比较
!

见表
&

&干预前后

医务人员干手方式差异具有显著性#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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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擦干手所占比率明显下降%纸巾擦干

手所占比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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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后
=DU

医务人员干手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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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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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手方式 干预前#

+,(+%

$ 干预后#

+,(!(

$

自然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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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工作服擦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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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纸巾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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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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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教育干预方式效果比较
!

在本次干预活

动中%对
&

个
=DU

在实施基本的手卫生强化教育基

础上%采取个性化的教育干预方式%

&

种不同教育干

预效果之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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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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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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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育干预方式手卫生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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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方式 例数 执行手卫生 #例$ 执行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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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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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控制
##% &+! &+-)(

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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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讨论

通过有效的干预措施%

=DU

医务人员手卫生依

从性明显提高&

!""*

1

!""#

年%课题组成员在对全

院进行手卫生培训的基础上%重点对综合
=DU

+

G<=DU

+

G=DU

进行了手卫生干预&采取每周监督

并反馈等多种形式对
=DU

的医务人员进行强化教

育%对医务人员的手卫生执行情况和科室感染率进

行持续地监测&在干预前%

=DU

医务人员的手卫生

执行率为
!)-"'/

%经过
!

年的干预后%手卫生执行

率提升到了
(%-)!/

&

&-%

!

教育干预与产品干预互相促进
!

!

年来对上

述
&

个
=DU

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教育干预&通过宣

传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认知水平后%提供促使他们

行为改变的便利%如方便的速干手消毒剂+干手纸巾

等&速干手消毒剂被要求放置在各个方便使用的地

方%如治疗室+治疗车+病床前%尽量让使用者伸手可

得&加强对
=DU

手卫生设施的配备%增加了手卫生

池+感应水龙头+热水等%尽量使手卫生的执行不成

为他们的负担&相关证据也显示%满足医务人员对

便利设施的要求能促进手部卫生行为的改变!

%$!

"

&

&-!

!

提供个性化的干预措施
!

针对不同科室医院

感染预防的目标+策略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如综合
=DU

医务人员多+工作量大%不易长时间集

中%采取宣传手册+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培

训(对手卫生行为进行经常性地监督指导并反馈%及

时分析调整干预策略%不断强化他们的手卫生行为&

对
G<=DU

%帮助其申报降低肺部感染的课题%在课

题的实施过程中%激发了他们的内在动力%主动采取

各种降低肺部感染措施的过程中%手卫生的执行情

况明显好转&对于
G=DU

%选派工作人员分批去技

术先进的上级医院
G=DU

参观%通过实地考察让他

们亲身感受到差距%使手卫生执行的自觉性明显提

高&

&-&

!

手卫生干预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
!

行为教育

与反馈以及提供快速手消毒剂被证明对于提高医务

人员的手部卫生依从性有效!

&

"

&但管理者的重视+

人员的配备+手部卫生设施的改造+营造重视手部卫

生的良好氛围+行政奖惩措施以及持续的监测与结

果反馈等也都非常重要%只有多种措施的综合运用%

才能达到改善医务人员手部卫生依从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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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1

和耐甲氧西林溶血葡萄球菌耐药情况

比较严重%分别达到
#(-!&/

和
%""/

%并只对万古

霉素+替考拉宁较敏感&屎肠球菌现已成为医院内

N

-菌感染的重要致病菌%其耐药程度高%治疗困

难&本院
=DU

除发现溶血葡萄球菌对替考拉宁的

耐药率为
%"-""/

外%尚未发现
N

-球菌对万古霉

素+替考拉宁耐药%这可能为先前使用广谱抗菌药物

的选择压力的影响&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率为

%#-++/

%是本组居第
!

位的
F1J

病原菌%与石秦

东等!

)

"报道一致%提示对
=DU

重症患者临床怀疑有

N

-菌感染时%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可考虑首先选用&

由于
K0<1

可通过接触进行传播%也可通过耐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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