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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是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极大地威胁着患者

和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国外对医院感染的研究起步较早$

#3

世纪
=3

年代美国建立全国性的医院感染监测系统$目前已实

现了以感染控制技术指南%患者安全评价及经济效益评估为整

体模式的监测评价体系$并对医院感染提出了-零容忍.的新理

念(

"/#

)

!而我国
#3

世纪
93

年代中后期才逐步重视对医院感染

的研究$发展速度也明显滞后!目前$医院感染学早已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列入国外高等医学教育课程中$在我国开设这门

课程的医学院校还比较少(

5

)

$而护理工作者作为医院感染预防

与监控的主要力量$其医院感染防控知识%技能掌握程度及医

院感染防护意识等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安全和医务人员本身的

健康(

4/)

)

!因此$高职院校护理专业无医院感染学课程设置$无

统一规范的教材$无系统的医院感染学教育的-三无.局面必须

改变$将医院感染学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在高职院校护理专业

中增设医院感染学课程势在必行!本研究通过对有无进行医

院感染学教育的两组高职护理专业学生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探

索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增设医院感染学课程的必要性$以及开设

医院感染学课程的重点和方法$以为医院感染学课程的开展提

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拟以本校
#3"#

级护理专科的两个班学生

#33

人为研究对象$选取
"

个班为对照组$另
"

个班为试验组$

两个班的学生均是参加全国普通高考统一招生的学生$两个班

学生的人数及分布均衡!对
#3"#

级护理专业观察组学生进行

医院感染学课程教育$对照组学生未进行医院感染学课程教

育$待全体学生结束实习后$进行对比研究!

!!"

!

方法

!!"!!

!

课程设置与安排
!

本次医院感染学课程以&现代医院

感染护理学'为教学参考教材$并经院内专家讨论编制出科学

的教学大纲$制订出严密的教学任务书和教案$课程全程由笔

者本人担当教学老师!课程开课时间安排在第
#

学年第
#

学

期$总学时数为
"6

学时$上下课实行签名制度以保证学生的出

勤率$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多媒体技术被引入于教学全过

程$部分章节安排观看教学录像片!教学全程注重课堂授课的

灵活性和趣味性!课程设置与学时安排$见表
"

!

!!"!"

!

评价方法
!

本次研究评价方法包括调查问卷和操作技

能抽查!调查问卷由院内专家讨论设计$在经信度分析
,G:H/

WC7$nS

#

系数为
3!93)

后$进行预试验修正!调查问卷由
#

部

分组成$其中第
"

部分为学生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上

学期基础学科成绩等#%医院感染认知情况"包括医院感染知识

与技能%防护意识等
#

个维度
"3

个条目$每个条目下有
)

道选

择题#$第
"

部分内容为本次研究调查的重点和要点!第
#

部

分内容针对对照组和观察组略有不同*观察组学生调查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计划的满意度$而对照组学生调查医院感染

预防与控制的认识及需求!第
#

部分的调查主要是概括性地

了解对照组关于医院感染知识的自我认知$以及收集对照组对

本次教学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为后期研究课程的改进提供参

考!其中调查了
"3

项关于医院感染的内容$每一项赋分
"3

分$

3

!

#

分为完全不知+

$

#

!

=

分为模糊+

$

=

!

"3

分为熟悉!

认知正确率
K

熟悉学生人数,学生总人数
e"33>

!操作技能

抽查通过分别抽取对照组及观察组部分学生进行操作技能情

况调查!本次调查于学生实习完返校后立即进行$调查问卷由

培训合格后的调查员统一发放$并要求学生仔细填写$操作技

能抽查采用组内随机抽样$并由院内护理学教师组成的考评组

对学生操作进行打分!

表
"

!!

医院感染学课程设置与学时安排

授课内容 学 时

医院感染学概论
"

医院感染的基本概念及诊断
#

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
4

医院感染的流行病学
#

医院感染疾病学
#

医院感染与抗生素应用
5

医院感染的管理体系和监控系统
#

医院感染管理与道德法律
"

实践
#

考核 另定

!!#

!

统计学处理
!

调查问卷回收后$采用
?

@

A.CDC5!"

软件建

立数据库$双人双录$并经一致性检验和逻辑性核查%核实!运

用
2&22"(!3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F"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

# 检验+独立有序资料的比较采用有序分类
1CHH/

4#(#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4)

卷第
"6

期

%

基金项目$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3"5

年度课题资助项目"

#3"5E36(

#!

!

作者简介$李春"

"6(4c

#$讲师,主管护师$本科$主要

从事护理教育研究!



N$ADHI

Y

秩和检验$以
$

#

3!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调查人群基本情况
!

本研究拟调查
#33

人$最终实际调

查
"69

人!观察组
"33

人$其中女
6=

人$男
4

人+对照组
69

人$其中女
6)

人$男
5

人!对调查人群在性别%年龄分布及各

基础学科成绩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性别%年龄分布均

衡$各组基础学科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3)

#!

"!"

!

医院感染认知状况
!

观察组学生的医院感染认知情况平

均分为"

9"F(

#分$对照组为"

)=F"5

#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3!3)

#$可认为观察组医院感染认知状况优于对照

组!对
"3

项医院感染内容进行有序分类
1CHH/N$ADHI

Y

秩和

检验$结果显示$除消毒目的%正确洗手方法外$观察组对其他

各项医院感染内容的认知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3!3)

#$可认为进行医院感染课程教育十分必要!同时$

两组学生对医院感染诊断原则及职业暴露的处理措施的认知

正确率均较低$而对于正确洗手%消毒目的认知正确率较高+两

组学生对医院感染的概念%医院感染重点管理部门的认知正确

率相差较大$见表
#

!

"!#

!

实习期间常见护理基础操作情况
!

通过对
)

项常见护理

操作项目进行两组间有序分类
1CHH/N$ADHI

Y

秩和检验$结果

显示$按六步洗手法洗手%戴口罩情况%折安瓿的时候用纱布包

裹的学生所占百分比$以及针刺事故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3!3)

#$初步认为观察组在手卫生%职业防

护意识等方面优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发生针刺事故的学生

比例为
#9!=>

"

#9

,

69

#$而观察组为
"4!3>

"

"4

,

"33

#$说明观

察组职业防护意识大大加强!

"69

名护理专业学生实习期间

常见护理基础操作情况$见表
5

!

"!$

!

实践操作技能情况
!

护理操作技术的正确与否是直接影

响医院感染的重要因素!本次调查各组均抽取了
53

人进行实

际护理操作$以了解各组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对
4

项常见护

理操作项目进行两组间的
!

#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在
4

个项目

的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3)

#$见表
4

!

表
#

!!

两组学生医院感染认知状况比较

项目
对照组"

%K69

#

熟悉"

%

#模糊"

%

# 基本不知"

%

# 认知正确率"

>

#

观察组"

%K"33

#

熟悉"

%

#模糊"

%

# 基本不知"

%

# 认知正确率"

>

#

医院感染概念
#" 5= 4" #"!4 =3 5# 9

=3!3

%

流行病学易感因素
## 43 54 ##!4 56 4# #3 56!3

%

医院感染诊断原则
"9 #= )4 "9!4 53 49 ##

53!3

%

医院感染重点管理部门
#) 49 #) #)!) )9 5= = )9!3

%

职业暴露的处理措施
#3 45 5) #3!4 #9 )3 ## #9!3

%

医疗废物的分袋及处理
#5 43 5) #5!) 43 43 #3

43!3

%

抗菌药物使用原则
#4 45 5" #4!) 59 )3 "# 59!3

%

消毒的目的
59 4" "6 59!9 4) 4( 9 4)!3

正确洗手方法
43 59 #3 43!9 46 44 ( 46!3

无菌液体%物品使用时效
#5 54 4" #5!) 4" 46 "3

4"!3

%

!!

%

*

$

#

3!3)

$与对照组比较!

表
5

!!

两组实习期间常见护理基础操作情况比较%

%

&

项目
对照组"

%K69

#

经常 偶尔 从不 比例"

>

#

观察组"

%K"33

#

经常 偶尔 从不 比例"

>

#

按六步洗手法洗手%

)# 54 "# 9(!9 (3 #) )

6)!3

%

戴口罩的情况%

)" 4# ) 64!6 (( #5 3

"33!3

%

折安瓿的时候用纱布包裹%

)4 56 ) 64!6 (= #" 5

6(!3

%

直接用手取针头
"5 "9 =( 5"!= "3 6 9" "6!3

发生针刺事故的情况%

( #" (3 #9!= 4 "3 9=

"4!3

%

!!

%

*

$

#

3!3)

$与对照组比较!

表
4

!!

两组实践操作技能抽查情况比较%

%K53

&

项目
对照组

抽检人数"

%

# 合格人数"

%

# 合格率"

>

#

观察组

抽检人数"

%

# 合格人数"

%

# 合格率"

>

#

洗手操作
53 "= )5!5 53 "6 =5!5

无菌静脉注射操作
53 #3 ==!( 53 ## (5!5

无菌导尿技术操作
53 "6 =5!5 53 #5 (=!(

一次性医疗物品使用
53 ") )3!3 53 "6 =5!5

"!%

!

对照组学生对医院感染学的认识及需求
!

结果显示$

)4!">

"

)5

,

69

#的学生认为自己对医院感染学基本内容不够了

解"略知一二或不知道#$

(6!=>

"

(9

,

69

#的学生认为开设医院

感染课程存在必要性!对照组学生对医院感染学的认知及需

)#(#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4)

卷第
"6

期



求$见表
)

!

表
)

!!

对照组学生对医院感染学的认知及需求%

%K69

&

调查项目 所占百分比(

%

"

>

#)

对医院感染学基本内容的了解程度

!

全部知道
)

"

)!"

#

!

部分知道
43

"

43!9

#

!

略知一二
4#

"

4#!6

#

!

不知道
""

"

""!#

#

获得医院感染知识的途径

!

参加医院举办的有关专题报告
55

"

#=!4

#

!

医学书籍和杂志
4=

"

5=!9

#

!

实习期带教老师的指导
#5

"

"9!4

#

!

其他途径
#5

"

"9!4

#

听说过有关医院感染的案例

!

听说过
=3

"

="!#

#

!

从未听说
59

"

59!9

#

开设医院感染相关课程的必要性

!

非常必要
59

"

59!9

#

!

有必要
43

"

43!9

#

!

必要性不明显
"9

"

"9!4

#

!

没有必要
#

"

#!3

#

"!&

!

观察组学生对医院感染学课程的满意度
!

结果显示$

4"!3>

"

4"

,

"33

#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不够深入$

)9!3>

"

)9

,

"33

#的学生认为讲授的内容体现了本专业的特性$

#5!3>

"

#5

,

"33

#的学生不满意课程所安排的时间段$

"(!3>

"

"(

,

"33

#的学

生对课时量的安排不满意!见表
=

!

表
=

!!

观察组学生对医院感染学课程的

!!!

满意度情况%

%K"33

'

%

&

调查项目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教学内容

!

讲授内容体现了本专业的特性
#= 5# #) "(

!

课程内容深入$知识点具有条理性
#) 54 53 ""

!

内容符合贴合实际$符合现代医学需求
"9 "9 43 #4

教学方法

!

课堂讨论$注重学生主动性
#3 #6 5( "4

!

运用多媒体技术$提高学习兴趣
#6 5) 53 =

!

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能力
") ## 59 #)

教学计划

!

对课程时间段的安排
"# #) 43 #5

!

对课程课时量的安排
"5 #4 4= "(

#

!

讨
!!

论

#!!

!

开设医学感染学课程的必要性
!

医院感染理论知识水平

是影响医院感染的重要因素$有资料表明$护理专业学生对医

院感染知识的知晓率不高$相关技术操作存在较多不足(

=/9

)

!

而本次研究也表明$未接受医学感染学课程的学生在实习结束

后医院感染相关理论知识水平依然低下$认知水平平均分为

"

)=F"5

#分$尤其对医院感染诊断标准等难点的认知正确率均

较低!尽管学生已接受了将近
#

年的护理知识教育$但由于没

有开设医院感染学课程$学生未能形成系统的医院感染认知体

系!马锐等(

6

)调查发现$护理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接受医院感染

相关知识的培训率仅为
43!9>

$这直接影响了护理学生对医

院感染知识的知晓情况$由此提出学校应重视医院感染相关知

识的培训$加强护理学生入院前的早期教育!在进行医院感染

学课程后$观察组的医院感染理论知识水平平均分为"

9"F(

#

分$医院感染内容的认知正确率明显提高!

医院感染防护意识的提高可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感染发

生(

"3

)

$也是医院感染学教学应重点培养的素质!本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在手卫生%职业防护意识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初

步认为实习前的医院感染学课程对其常见护理操作行为的规

范$医院感染防护意识的提高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良好的

医院防护意识和行为习惯$将显著提高护士的工作应用能力$

保障护理工作的安全高效$避免或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

然而$医院感染学一直未被正视列入护理教育的教学大

纲$护理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未受到医院感染相关知识的系统

教育!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照组
)4!">

的学生认为自己对

医院感染学基本内容不甚了解$

43!9>

的学生认为自己仅部分

知道+

59!9>

的学生未听说医院感染的案例+大部分学生主要

通过医学书籍%杂志及医院举办的有关专题报告获得医院感染

知识+

(6!=>

的学生认为开设医院感染课程存在必要性$这说

明他们对医院感染知识有迫切需求!

#!"

!

开设医学感染学课程的初步设想

#!"!!

!

课程内容设计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4"!3>

的观察组

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不够深入$只有
)9!3>

的学生认为讲授内

容体现了本专业的特性!这可能是因为医院感染学部分内容

与护理学生之前所学基础护理学存在交叉$学生对这部分知识

比较熟悉$认为这些章节的知识是重复的$如消毒灭菌%抗菌药

物的应用等均与其他课程有交叉!但护士实习或工作中在这

些方面仍存在不足的情况不容忽视!有资料表明$临床护理管

理人员对拟开设的医院感染课程的章节内容中$居于前
5

位的

依次是洗手与无菌技术$清洁%消毒%灭菌$预防与隔离(

""

)

$因

此$对于医院感染学课程而言$这方面的内容仍是必不可少的$

但在讲授的过程中应注意其独特性和侧重点!同时$从实践操

作情况来看$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护理操作技能并无明显差异$

这可能与本课程实践操作内容过少有关!学生动手机会少$其

操作技能的提升主要来自医院实习$因此在以后的课程编排上

应增加实践操作$注重学生操作技能的提升$使学生以良好的

状态进入医院实习阶段!课程还应回应社会需求$与时俱进$

注重时效性!本次研究采用&现代医院感染护理学'作为教学

参考教材$课程编排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就需要更多的医院

感染专业人员%高等院校教育者共同参与研究$紧紧把握临床

医院感染防控知识的时代发展趋势$从教学实践出发$编排出

更贴合高等职业院校护理学专业教育需求的教材!

#!"!"

!

课程教学时间及教学方法
!

本次研究将医院感染学课

程安排在第
#

学年第
#

学期开设$共
"6

课时$主要针对的是即

将进入临床实习的高年级学生$但
#5!3>

的学生不满意课程

所安排的时间段$并有
"(!3>

的学生对课时量的安排不满意$

这不仅与高年级学生学习任务重有关$同时医院感染学课程学

分较少$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及对

该学科的态度!因此$除了考虑合理安排医院感染学课程的开

课时段外$还应增加该课程学时%学分$使学生更加重视医院感

染学课程教育!

本研究还显示$

#=!)>

的观察组学生对本课程的教学方法

不太满意$认为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不理想$"下转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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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核内不能被清除$潜伏于感觉神经节$并具备在相应神经与

所支配皮肤之间移动的能力!在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时$病毒可

再次活化$复制%繁殖产生新的病毒颗粒$造成细胞损伤而再次

出现临床症状(

5

)

!免疫功能正常者
02̀

&

和
g̀̀

同时激活

并出现临床症状十分罕见!

02̀

&

感染大多发生在青春期

后$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原发性感染消退后$病毒长期局限潜

伏在骶尾神经等局部感觉神经节细胞中$皮损好发于龟头%包

皮%外阴%阴道$发热%受凉%情绪波动%月经及机械刺激等诱发

因素存在时可导致疾病反复发作!

g̀̀

感染多发生于大于
=3

岁的人群$可能与老龄化后人体免疫力$特别是细胞免疫功能

下降有关!初次感染后临床上表现为水痘或隐匿性感染$其后

病毒由皮肤感觉神经末梢沿脊髓后根或三叉神经节的神经纤

维向中心移动$并持久潜伏于脊髓后根神经节的神经元中$再

次发作临床表现为带状疱疹!免疫功能正常者愈后可获得较

持久的免疫$一般不会再发!

综上所述$受易发人群$感染途径$病毒潜伏神经节段及范

围$激发因素及复发率等因素影响$

02̀

&

合并
g̀̀

在免疫

功能正常者中十分罕见(

4

)

!目前有研究显示$

02̀

的激活会

使细胞介导的免疫力对
g̀̀

的激活产生允许作用$反之亦

然(

)

)

!当
02̀

&

和
g̀̀

潜伏于相同感觉神经节并同时激活$

临床即可出现生殖器单纯疱疹合并带状疱疹症状!如该病例

中$由
&

%

'

%

$

骶神经分支组成的阴部神经(

=

)

!二者临床均可

表现为红斑%水疱$可根据发病年龄%好发部位%复发频率%分布

特点及是否有神经痛等$结合泡液涂片$血清抗体检测及
&,Q

检测进行鉴别!单纯疱疹及带状疱疹均需抗病毒治疗!单纯

疱疹多为复发型$长疗程预防性应用阿昔洛韦或伐昔洛韦均可

有效缩短病程$减轻发作的严重程度!带状疱疹抗病毒治疗同

时可联合止痛%营养神经结合红光%针灸音频等综合治疗!糖

皮质激素在带状疱疹中的应用尚无统一观点$有研究认为糖皮

质激素的早期应用可减轻炎症$减轻神经节及神经纤维的毒性

和破坏作用$从而减少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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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可从实践操作情况调查中看出$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操作

技能方面并没有明显差异$可认为之前的医院感染学课程对学

生的操作能力并没有很大提升$这可能与本课程的教学主要以

理论学习为主$课堂缺乏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安排的实践

课也较少!而张倩等(

"#

)对护理学生进行质性研究表明$学生

对临床试验课印象深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参与积极性很高!

通过调研医院感学课程的授课方式发现$

6(!">

的临床护理专

家认为应采用理论授课与医院见习并重的方法(

""

)

!

本次研究初步调查了护理学专业学生在实习后对医院感

染知识的知晓程度及操作技能水平$了解了学生的医院感染防

护意识$并提出高职院校护理学专业开设医院感染学课程十分

必要$同时还对医院感染学课程的设置进行了有益探索!当

然$本次研究仅为初步的探索性研究$所得结论尚需不断的深

入研究予以证实+同时$医院感染学课程的设置也需要更多教

育工作者和医院管理者的共同努力%积极参与$才能制订出更

加贴合实际$满足需求的医院感染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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