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检意识不高!凭经验用药&$

"

%部分医师认为细菌标本检验所

需时间长&$

5

%可能与部分患者拒绝细菌检查等因素有关"

通过本次对全院医院感染现患率的调查!使本院医院感染

管理专职人员加强了对全院医院感染情况的了解!更明确了医

院感染管理科的工作职责!同时也增强了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

监测知识的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为今后加强医院感染监测提供

了可靠的依据!也促使本科制订更科学的医院感染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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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应用根本原因分析法提高重症监护病房护士洗手依从性

张艳勤!章明凤!刘玉琳#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医院
!

7#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应用根本原因分析法"

J3?

$提高重症监护病房"

-3Z

$护士洗手依从性&方法
!

采用
J3?

找出影响
-3Z

护士洗手依从性的根本原因!制订干预改进措施 !比较干预前%后洗手执行率百分比&结果
!

通过对根本原因的干预!

-3Z

护士

干预后洗手执行率较干预前明显提高&结论
!

应用
J3?

科学分析!确定手卫生执行率低的根本原因!提高
-3Z

护士洗手依

从性&

关键词!重症监护病房+护士+洗手

8&)

#

!#95:;:

,

<

9)''.9!;=!>65769"#!!95;9#!=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576

"

"#!!

$

5;>5;6#>#"

!!

随着医学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医院感染已成为关系到

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的重要因素"医务人员手卫生是预防医

院感染最基本+最直接+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措施-

!

.

")医务人员

手卫生规范*$以下简称手卫生规范%于
"##:

年
!"

月正式实

施!为规范医务人员手卫生提供了根据"贯彻手卫生规范!对

于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健康与

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本原因分析法$

J3J

%是一种回

溯性失误分析工具!对已发生的不良事件进行科学分析找出系

统中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改正!从而达到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的

目的!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

"

.

"

"#!#

年!本院应用
J3?

对提

高重症监护病房$

-3Z

%护士洗手依从性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3Z

护士
"#

名!工龄
!

!

":

年!年

龄
"#

!

7=

岁"

!9"

!

方法

!9"9!

!

建立质量改进小组
!

由感染科专职人员
!

人+护理部

副主任
!

人组成质量改进小组"$

!

%发放调查问卷表
"#

份!回

收率为
!##B

!采用)护士手卫生知识调查表*

-

5

.

!主要内容包

括被调查人员一般情况+手卫生知晓程度+个人执行态度+洗手

设施和用品的了解情况+不能按规范执行手卫生的原因-

7

.

"

$

"

%非参与式观察!质量改进小组成员亦为观察小组成员!到

-3Z

病房!分别随机观察
!

名在班责任护士工作中执行手卫生

情况!执行手卫生原则+方法+注意事项等手卫生规范情况!观

察时间从
6

#

5#

!

!!

#

5#

!干预前+后各观察
F8

"

!9"9"

!

找出近端原因
!

小组成员根据问卷及观察到的资料信

息!列出影响手卫生执行情况的相关原因!如设施方面+经济成

本核算+工作繁忙+手卫生意识+教育培训+监督措施等!用'鱼

骨图(+'原因树(等工具找出近端原因-

"

.

"$

!

%工作繁忙!护士

人力相对不足"本院
-3Z

共
"#

名护士!病床
!"

张!常年病床

使用率大于或等于
:FB

!而按要求
-3Z

病床护士比应为
!e

"9F

!

5

!病床使用率小于
6#B

"

-3Z

年轻护士较多!婚假+产

假以及各种法定节假日!更加凸显护理人力不足!长期处于超

负荷工作状态"通常工作越忙!操作越多!手卫生的依从性就

越低-

7

.

"$

"

%未完全掌握手卫生执行指征"调查表中涉及手卫

生指征$流动水洗手或使用免洗手消毒剂擦手%每份
!;

项!

"#

份共
5"#

项!回答不正确
7"

项!合格率为
6;9:B

"表现在#

:

人认为每接触
!

例患者周围的物体之后$包括医疗设备%不需

洗手!占
7F9#B

&

=

人认为在各种注射之前不需洗手!占

5F9#B

&

;

人认为在直接接触每
!

例患者的身体之前!不需洗

手!占
5#9#B

"$

5

%手卫生执行意识差"

7

人对在工作中洗手

或擦手没有足够的重视!占
"#9#B

!

F

人科室或医院对促进医

务人员洗手或擦手没有足够的重视!占
"F9#B

!

"

人忘了在什

么情况下应该洗手或擦手!占
!#9#B

"$

7

%常用免洗手消毒剂

#6;5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7#

卷第
5;

期



表
!

!!

应用
J3?

前'后
-3Z

护士手卫生执行率比较

手卫生指征
干预前

应洗手$

$

% 实际洗手$

$

% 执行率$

B

%

干预后

应洗手$

$

% 实际洗手$

$

% 执行率$

B

%

接触患者前
!F6 "F !F96 !;F =" 759;

无菌操作前
;F 7# ;!9F =5 FF =F95

喂食前
"5 5 !59# ": "# ;:9#

接触患者后
!F6 6; F797 !;F !#F ;59;

接触污染物体后
!;" !"# =79! !67 !;" 669#

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后
!!" "5 "#9F !#: ;= ;!9F

脱手套后
67 !7 !;9= 6= 56 759=

种类不明确"

6

人不能明确知道常用免洗手消毒剂种类!占

7#9#B

&

!=

人认为清洁剂+消毒剂刺激皮肤!引起皮肤干燥!占

6F9#B

"$

F

%双向防护意识差"

5

人认为如手套未明显污染!

再为其他患者护理时不需要更换!占
!F9#B

"$

;

%质控小组成

员在非参与式观察中注意到!护士在接触患者分泌物后+用餐

前+下班前大多能做到认真洗手!而在接触患者之前!各种注射

之前!接触
"

例患者之间往往忽略手卫生!表明医护人员有较

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而缺乏对患者的保护意识"这与其他调查

结果相符!接触患者前及接触物品后手卫生执行率明显低于医

务人员接触患者后手卫生执行率-

F

.

"

!9"9#

!

确认根本原因
!

小组按照关键+少数和次要+多数的原

则进行排序!在'鱼骨图(上将重要的近端原因列出来!逐一论

证和排除!从各项近端原因确定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排除与

论证根本原因的过程中!多问几个问题以区别近端原因与根本

原因"通过反复问为什么!将问题引向深入!找到影响手卫生

执行的根本原因是手卫生知识缺乏+手卫生观念未形成等"

!9"9$

!

制订改进措施
!

$

!

%通过继续教育形式!开展手卫生知

识培训!培训人员包括医护人员+工勤人员+实习学生及护工

等!在全院人群中普及手卫生知识!树立手卫生观念!使大家认

识到医务人员手卫生与医院感染发生有直接关系-

;

.

"重点人

群重点教育!如
-3Z

护士!上岗前均接受岗前知识培训!重点

加强与医院感染防控相关的手卫生宣教!要求
-3Z

在岗护士

遵循洗手指征及洗手规范!七步洗手法人人知晓!人人掌握"

$

"

%在洗手处张贴七步洗手法图片!触目可见!让每位医护人员

洗手时有标准指引!遵照正确的洗手方法!强化手卫生的技能

训练!养成自觉的洗手方式!逐步形成自觉行为"$

5

%

-3Z

每

个病床前悬挂快速手消毒剂!繁忙工作中!便于取用"有研究

表明!经常使用酒精揉搓剂的护士比经常使用肥皂和水洗手的

护士更少有手干燥和皮肤刺激的现象-

=

.

"因此!培训中让
-3Z

护士都了解常用手卫生产品配方成分+功效!从心理上接受快

速手消毒剂!更好地执行手卫生规范"$

7

%制定手卫生制度!

用制度约束医务人员手卫生习惯-

6

.

"感染科+护理部定期或不

定期对科室工作人员手卫生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将手卫

生纳入医院感染控制的重要内容!医院感染检查结果与科室绩

效挂钩!用经济手段强化观念!促进良好行为形成"

"

!

结
!!

果

通过对根本原因的干预!

-3Z

护士干预后洗手执行率较干

预前明显提高!见表
!

"

#

!

讨
!!

论

本文通过对根本原因进行分析!确认影响手卫生执行的根

本原因是手卫生知识缺乏+手卫生观念未形成等"爱因斯坦

说#'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因此!要提高
-3Z

护士

手卫生依从性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手卫生的认识!建立正确的信

念和态度!才能改变其行为"知识+信念和行为之间是递进关

系模式!知识和信息是形成积极信念和态度的基础!正确的信

念和态度则是改变行为的动力-

:

.

"由此可见!为提高手卫生执

行率这一目标!首先应改变
-3Z

护士的认知"通过各种形式

的继续教育+网络学习+图解+实例等让其认识到手卫生的意

义+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形成自觉手卫生的动力"从表
!

可

以看出!干预后
-3Z

护士在几个关键时刻的手卫生执行率较

干预前有较大的提高"因此!在手卫生设施等外部条件都具备

的情况下!观念是制约手卫生的第一要素!不同形式的教育及

针对性教育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

.

"应用
J3?

认识到了影

响手卫生的根本原因!进而从知识教育+信念形成到行为的转

变!最终促进
-3Z

护士手卫生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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