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发挥护理人员

在院感防控中的作用

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 是保证医疗

质量和医疗安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任何主观和客观上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

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 从而给患者带来

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 也给医院带来医

疗安全隐患和负面社会影响。 护理工作

与医院感染防控（院感防控） 具有交叉

性， 所有的护理操作都是“以患者为中

心”展开的，如果护理人员相关的院感知

识不扎实、实践操作不规范等，会增加医

院感染的发生风险， 甚至导致医院感染

暴发。因此，需要广大护理人员立足本职

工作，规范实践，积极发挥自身在院感防

控中的作用，全力提高医疗质量，保障患

者安全。 本文就怎样发挥护理人员在院

感防控中的作用展开探讨。

1.医院感染的危害

医院感染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增加

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发病率和病死

率，给患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会使

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增加、病床周转率降

低、造成负面社会影响。

2.护士日常工作中需注意的问题

2.1 加强医院感染相关知识的培

训，增强护理人员的院感防控意识

医院感染的管理重在预防， 消毒、

灭菌、无菌技术操作等是预防医院感染

的重要措施， 是护理工作的常规操作。

每个护理人员都应具备高度的责任感，

达到认识有高度、行动有落实、效果可

持续。 医院必须建立严格的培训制度，

对护理人员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反复培训，提高护理人员在院感防控工

作中的业务水平。

2.2 制定适合本科室的院感工作制

度和流程并严格落实

依据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

指南，制定各项感染管理规章制度及流

程，如治疗室医院感染管理制度 、消毒

隔离制度等，明确并落实护士在医院感

染管理中的职责。

2.3 提高护理质量，规范操作规程

把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贯穿护理

工作的各个环节，切断医源性感染的传

播途径。

在病房管理中预防医院感染的防

控措施包括：（1） 病房每日定时开窗通

风，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室内温湿度适

宜。 （2）病房每日用 500mg/L 的含氯消

毒液和清水擦拭 ，一床一抹布，一室一

地巾。 （3）出院后要做好床单元的终末

消毒。 （4）病区洁具洁污分开，标记明

确，使用后清洁消毒处理。（5）各类诊疗

用品、卫生材料等使用后做好清洁与消

毒。（6）医疗废物规范收集存放。（7）护

士在进行护理技术操作时应有无菌技

术理念。（8）严格执行手卫生操作。（9）

做好患者及陪护医院感染知识的宣教

工作，比如手卫生、口罩的佩戴、咳嗽礼

仪等。（10）做好病区传染病和多重耐药

菌患者的规范管理。

医疗器械消毒与灭菌工作不到位，

是引起医源性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

据操作对人体造成的创伤和器械接触人

体的不同部位， 选择合适的消毒或灭菌

物品，使用时必须一用一消毒（灭菌）。

2.4 做好重点患者的护理和监测

做好重点患者的护理。 对卧床患

者、留置导尿等患者要指导并协助其按

时清洗会阴部 ，保持会阴部清洁 ，内裤

清洁干燥。 做好留置导尿患者的护理，

严格导尿管插管的无菌操作，预防发生

尿路感染。 做好卧床患者的皮肤护理，

经常更换床单被套 ， 使床单干燥、整

洁、无碎屑 ，患者皮肤清洁干燥 ，同时

要避免患者皮肤发生摩擦，预防皮肤感

染，一旦发生褥疮 ，应想方设法使褥疮

尽快愈合，预防褥疮进一步加重。

加强对重点患者的监测，及时发现

并上报院感病例。 护理人员查房时，不

仅要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还要和患者

及陪护多做沟通 ，及时发现隐患，进行

风险评估 ， 采取积极的预防和控制措

施，预防医院感染的暴发与流行。 发生

医院感染后， 科室要及时分析原因，查

找在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整改

落实。

3. 护理部联合院感科开展查房

活动

实地查看治疗室、换药室等重点区

域感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在病室床头结

合院感重点患者具体病情，检查重点环

节感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并现场进行学

习。 如某患者 76 岁，脑出血后遗症，鲍

曼不动杆菌定植，对该患者应重点关注

以下几个方面。

吸氧和鼻饲管喂养，应加强口鼻腔

的护理。 湿化瓶定时更换，每日更换无

菌水；及时清除口鼻腔的分泌物；避免

导管的扭曲脱落；口腔护理时注意无菌

操作等。

严格留置导尿防控措施的落实。 每

日观察尿管、 集尿袋和尿液的情况；严

格尿道口护理的无菌操作；每日评估拔

管指征等。

加强皮肤的护理， 促进褥疮的恢

复。 衣服床铺整洁干燥无碎屑；勤更换

体位，避免拖、拉、推等粗暴动作 ；褥疮

周围皮肤清洁干燥，伤口周围轻拍式按

摩；消除造成褥疮的原因 ；严格伤口换

药的无菌操作等。

患者为鲍曼不动杆菌多耐定植，仍

具有传染性，所以应严格落实多重耐药

菌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现场查房结束后，首先由各科室护

士、护士长交流在查房中发现的亮点和

不足，汇报本科室感控工作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其次 ，护理部主任和院

感科主任总结查房情况， 将消毒隔离、

职业防护、医疗废物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不足一一指出， 亮点给予通报表扬；能

现场答复和解决的便现场指导解决，不

能现场解决的便提出改进方案限期整

改。 这种查房形式，进一步强化了护理

人员“感控工作无小事，感控工作人人

参与”的管理理念。

总之，护理人员在院感防控工作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护理人员一定要

加强责任意识，规范护理行为，提高对

院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及业务技术水

平，为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工作作出应

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山西省大同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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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放射防护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放射医学

作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独特

的优势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及科研领域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X 光、CT、核

磁共振等放射技术如同医生的“透视

眼”， 帮助医生发现身体内部的异常或

病变， 为精准医疗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放射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 ”，在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藏着辐射风险。 因

此，普及放射防护知识，提高公众对放

射安全的认知，显得尤为重要。

1.放射医学概述

1.1 放射线的本质

放射线源自原子核内部的不稳定

变化，是原子核释放多余能量或粒子的

结果。 这些能量或粒子以电磁波或粒子

的形式传播，穿透物质并可能对人体细

胞产生作用。 它们无处不在，既存在于

自然界，也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被制造和

利用。

1.2 放射线的种类及危害

放射线主要分为 X 射线、γ 射线、

β 射线和 α 射线等。 这些射线因穿透

能力和对人体的危害程度而异。 X 射线

和 γ 射线穿透力强， 对人体细胞损伤

大， 可能诱发癌症；β 射线次之；α 射

线虽穿透力弱 ，但一旦进入体内 ，危害

同样严重。 长期或过量接触任何种类的

放射线，都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逆

转的损害。

2.放射防护的原则与措施

2.1 内照射防护

防止放射性物质经口腔进入体内：

严禁工作人员用可能被污染的手接触食

物、衣服或其他生活用具。 同时，避免食

用或接触可能受到污染的食品和水源。

防止放射性物质污染环境：防止放

射性物质不经过处理而大量排入江河、

湖泊或注入地质条件差的深井，造成地

面水或地下水源污染。

建立内照射监测系统：应对工作环

境和周围环境中的空气、水源和有代表

性的农牧产品进行常规监测，以便及时

发现问题，制定防护措施。

2.2 外照射防护

尽量缩短受照射时间：受照射的累

积剂量和受照射时间成正比。 因此，在

一切接受电离辐射的操作中，应以尽量

缩短受照射时间为原则。 例如，在用 X

射线进行胸部透视时，医生应当在查清

病灶情况下，尽量缩短透视时间。

尽量拉大与辐射源的距离：增加操

作人员与辐射源之间的距离，可以降低

受照射的剂量。 对于点状放射源，人体

受照剂量率与距离平方成反比。 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常使用远距离操作的工

具，如长柄钳、机械手、远距离自动控制

装置等，以尽量增加人与辐射源之间的

距离。

屏蔽防护：根据辐射通过物质时被

减弱的原理，在人与辐射源之间加一层

足够厚的屏蔽物（减弱材料），把外照射

剂量减少到容许水平以下。 屏蔽方式分

为固定式和移动式两种，屏蔽材料则根

据放射源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例如，γ

射线和 X 射线的常用屏蔽材料有水、土

壤、岩石、铁矿石、混凝土、铁、铅、铅玻

璃、钨等。

3.放射医学应用中的防护措施

3.1 医学影像检查中的防护

遵循医嘱：患者在进行医学影像检

查时，应遵循医生的指导，保持正确的

体位，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同时，医生也

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调整放射剂量，

确保检查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佩戴防护用品：患者在进行某些检

查时，可以佩戴防护围脖、帽子等用品，

以减少对重要器官的辐射伤害。

候诊时注意事项：候诊时要留意检

查室门口的工作警示灯。 检查室外面工

作指示灯亮起时 ， 说明 X 射线机在工

作，请勿开门进去。 同时，应在警戒线外

候诊，以确保安全。

3.2 医护人员放射防护

严格操作规程：医护人员应严格遵

守相关法规和操作规程，确保在操作过

程中不受到过量辐射。

定期监测：对工作场所进行定期辐

射监测， 确保辐射水平在安全范围内。

同时 ，医护人员进行定期体检 ，及时发

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

加强培训：对医护人员进行放射防

护知识培训，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和操

作技能。

总之 ， 放射技术如同一把“双刃

剑”，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潜藏着辐射

风险。 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增强防

护意识， 了解并掌握正确的防护知识。

无论是医学影像检查中的患者个人防

护，还是医护人员放射防护中的规范操

作，都离不开科学知识与严谨态度的双

重保障。 在享受放射医学带来的便利

时， 也要时刻铭记安全第一的原则，为

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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