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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手术室医院感染控制管理中的应用

朱晓素1，罗静枝2

(1. 江苏省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麻醉科，江苏 无锡 214000； 

2.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麻醉科，江苏 无锡 214044)

[摘　要]	 目的：阐述医院手术室施行精细化管理的具体措施，并分析控制感染的效果。方法：本研究自

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手术室开展精细化管理，以其

结果作为观察组，选择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同手术室行常规管理结果作为对照组，评估手术室

相应工作的管理质量，分析差异情况，同时计算对比两组样本采集合格率。结果：观察组物品管

理质量评分(95.58±1.03)、人员管理质量评分(96.89±1.05)、环境管理质量评分(94.35±2.77)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此外，观察组样本采集检测各项合格率均相较对照组更高(P<0.05)。结论：

医院手术室施行精细化管理能够有效提高管理质量，减少感染发生，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关键词]	 精细化管理；手术室；医院感染；控制管理

Application of refined process management in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management in opera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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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tailed measures of refined process management in the hospital operating room,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ntrol infec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started from January, 2019 and ended in 

December, 2019. Refined process management in the operating room of No. 904 Hospital, Logistics Support 

Force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 was carried out and as an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is under the regular management of the time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8. 

The management quality was evaluated and analyzed, and the passing rate of sample collection was calculated.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quality of goods management score (95.58±1.03), quality of human 

management score (96.89±1.05),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core (94.35±2.77)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Moreover, the passing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ampl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Refined process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hospital management, controlling the infection and is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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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医院开展医疗工作、抢救危重病患

的主要场所，因其须对患者实施手术治疗，极高

概率使患者出现医院感染情况，加之手术室内设

备较多、工作量巨大、接诊患者频率较高，更增

加了医院感染的概率[1]。怎样提高医院手术室管理

质量已成为须深入研究的内容。精细化管理是近

年医院管理较为常用的模式之一，其强调对细节

的把控，从各角度入手力求保证管理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联

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手术室开展

精细化管理，以其结果作为观察组；选择2018年 
1月至2018年12月我院手术室施行常规管理结果作

为对照组。手术室共有护理人员38名，均为女性，

年龄22~47(36.4±1.7)岁；16名大专学历，22名本科

学历；6名主管护师，10名护师，16名护士。对照

组全年手术1 426例，包括普外手术383例，胸外手

术274例，泌尿手术236例，骨科手术455例，其他

手术78例。观察组全年手术1 431例，包括普外手

术384例，胸外手术275例，泌尿手术238例，骨科

手术457例，其他手术77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2 0 1 8 年 1 月至 1 2 月，我院手术室采取常规管

理 ， 主 要 内 容 包 括 对 无 菌 物 品 、 器 械 等 进 行 消

毒，定时更新医用设备，考核护理人员等。

2019年1月至12月，我院手术室采取精细化管

理，具体过程如下。

1.2.1 建立精细化管理小组

在科室内建立精细化护理管理小组，由科室

主任负责指导，护士长作为组长进行管理，并选

出经验丰富的高级护师作为分组组长，带领基层

护理人员接收培训和考核。由护士长和科室主任

指定精细化管理的针对性培训内容，并结合院内

手术室工作实际情况、收治患者情况等进行合理

规划，且要求引入当前国内能接受的最先进的手

术室护理管理案例和理念[2]。在培训的过程中还需

建立例会制度，在例会中管理小组人员应就之前

接受的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进行说明，并以

组内讨论的形式分析，对确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及

时改正，在调整培训方案后应给予意见提出者适

当奖励，以此鼓励组员积极参与精细化管理制度

的执行和改革工作中。另外，在培训结束后还需

采取相应的考核机制，考核内容应包含理论知识

和实践能力，并将每阶段考核成绩制成表格，以

分析护理人员个人素质的薄弱环节，方便采取针

对性的培养。

1.2.2 安全管理理念培训

在精细化管理培训的同时开展安全管理理念

培 训 ， 强 化 手 术 室 护 理 人 员 的 安 全 防 范 意 识 和

评 估 能 力 ， 要 求 相 关 人 员 需 高 度 重 视 工 作 中 每

一个细微环节的处理，重点在于降低手术室获得

性感染、手术器械遗漏、无菌操作失当等问题。

贯彻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关于手术室工作安全问题

的各类指导意见和标准，并结合院内制定的无菌

操作标准、手术室使用和管理标准等规章制度，

适当引入实际病例作为参考，强调工作细节对手

术 室 安 全 性 的 影 响 ， 强 化 “ 安 全 为 首 ” 的 管 理

和 工 作 意 识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由 护 士 长 、 高 级 护

师 负 责 监 督 基 层 护 理 人 员 的 工 作 情 况 ， 如 发 现

错 误 及 时 提 醒 ， 以 促 进 其 快 速 养 成 安 全 防 范 意  
识 [3]。另外，根据精细化管理理念，对手术室工作

中常见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将其制

成培训手册进行发放，要求做到精细化管理小组

内人手一册，以方便其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及时查

缺补漏，更好地把控工作细节，也有利于安全防

范意识的主动养成。

1.2.3  精细化管理的执行

第一，需重视手术室护理人员在精细化管理中

的作用，采用分组管理的方式，由护士长负责整体

统筹，各分组内均配备高级护师作为分组组长，由

其对基层护理人员进行更细致的管理。同时，各分

组内的基层护理人员间还需建立互相监督的体系，

根据工作排班表将其分为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内成

员间拥有相互监督、相互指证的职能。重点强调手

术室衣物管理、手部卫生管理等细节，要求在进入

手术室前工作小组内成员先开展自检，在确认无误

后方可进入手术室操作区内。

第二，每天手术室在使用前均应安排至少两

名当值护理人员作为检查人员，负责手术室内环

境的管理和检查工作，在规定时间内提前对手术

室的地面、固定物体表面、空气等进行检查，并

将检查结果记录与专制表格内，要求至少有两名

护理人员的签名才能生效，以发挥基层护理人员

间互监的效果。同时在使用层流手术室前需按照

规定提前开启空气净化设备，以保证室内空气质

量，且在此基础上保持室内温度在25~27℃，空气

湿度保持为约60%，且在患者进入后可根据其主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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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适当调整。在层流手术室空气净化后必须严

格限制进入的人流数量和频率，以减少将外界病

原菌带入手术室内的概率。另外，如患者和家属

获准进入手术室内进行参观或健康宣教，则必须

严格指导其按照规定清洗手部、佩戴消毒衣帽手

套等物品，且尽量避免与手术室内设备的直接接

触，接触时必须佩戴手套。

第三，加强手术器械管理力度，要求对手术

器械取用种类、数量等均具体进行登记，在送入

手术室内后需统一摆放在规定区域内，同种类器

械需统一摆放，并由专职护理人员负责取用。使

用后的器械需根据一次性和可重复特点进行分类

回收，以降低院内感染率[4]。

1.3  观察指标

自制评估量表对两年间手术室管理工作质量

进 行 评 定 ， 主 要 涉 及 环 境 管 理 质 量 、 物 品 管 理

质量及人员管理质量。各项总分为 1 0 0 ，分数越

高，管理质量越佳，反之越差。随机抽选我院手

术室两年间样本若干进行检验，计算并比较检验

合格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室管理质量评估比对

自我院手术室2 0 1 9年初施行精细化管理后，

环 境 、 物 品 及 人 员 的 管 理 质 量 均 有 明 显 提 高 ，

较 2 0 1 8 年 常 规 管 理 各 项 评 分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表1)。

2.2  检验合格率分析比对

分 别 抽 取 我 院 两 年 间 若 干 手 术 室 样 本 进

行 检 验 ， 观 察 组 各 项 合 格 率 均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表2)。

3  讨论

医疗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近年国内医院管理工

作的重点，也是社会关注的重要医疗问题之一，

而其中院内获得性感染是影响医疗安全的最主要

原因，同样反映了医疗机构的管理质量。手术室

是院内获得性感染的高发场所之一，也是医疗安

全问题防控的重点科室。传统的管理方法已经无

法满足现代越来越大的就医群体压力，使得很多

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精细化管理理念是当代企业

运营的科学管理办法，其核心理念即强调对工作

中的各环节进行细化调控，以减少问题发生的概

率，保证管理工作的质量。而对于手术室感染问

题来讲，护理人员、手术室环境、手术器械等均

为 细 节 问 题 ， 也 是 引 发 手 术 室 感 染 的 最 根 本 原

因，在精细化管理时就须以此作为防控细节。

在实际管理时，应首先建立精细化管理小组，

以整合科室内现有人员，便于统一开展培训工作。

培训内容应从结合科室接诊患者特点、手术室类型

表1 手术室管理质量评估比对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the 
operating theatre management

组别
环境管理 

质量评分

物品管理 

质量评分

人员管理 

质量评分

观察组 94.35±2.77 95.58±1.03 96.89±1.05

对照组 80.13±2.76 82.11±1.04 85.42±1.06

t 14.05 13.47 11.48

P <0.05 <0.05 <0.05

表2 检验合格率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passing rate of examinations

样本 采集数量 合格率/% χ2 P

消毒剂 11.75 <0.05

观察组 119 97.48

对照组 119 84.87

空气 11.00 <0.05

观察组 126 99.21

对照组 125 89.60

无菌物 27.42 <0.05

观察组 131 100.00

对照组 132 81.06

物品表面 13.69 <0.05

观察组 154 98.70

对照组 154 88.31

手卫生 5.76 <0.05

观察组 83 98.80

对照组 83 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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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际从发，同时强调安全评估和识别能力的培

训。培训阶段应整理院内现有的病例档案，从而分

析最主要的细节问题，将各类问题制成统一的手

册，以方便护理人员及时查找和巩固[5]。同时，强

化日常例会作用，在培训过程中鼓励护理人员发

现培训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通过集体讨论

寻找完善和改进的方案，以使培训方案能够与院

内实际工作相契合。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进一步

强调人员、手术室环境、手术器械的管理工作，

建立分组机制，小组内护理人员间相互监督和学

习，使其主动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自 2 0 1 9 年 开 始 实 施 精 细

化管理后，手术室管理质量各项评分均有明显提

高，由此证实，医院手术室施行精细化管理能够

有效提高管理质量，控制感染发生，值得临床应

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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