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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调查

胡鹰鹰，陈小，刘宗明，高玉荣，王伟琦

（航天中心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　目的　了解医护人员手卫生状况，为进一步提高手卫生依从性提供依据。方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某院采

取多项手卫生干预措施，对每年８月１—３１日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和各年度医院感染情况进行调查统计。

结果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率分别为５９．５５％、６２．１３％和６５．１６％，呈增高趋势，（χ
２＝１０．０１８，犘＝

０．００２）；医院感染率分别为２．１３％、１．４８％和１．０６％，呈降低趋势（χ
２＝８２．３７７，犘＜０．００１）；医生手卫生依从率

（５７．９７％）低于护士（６５．９７％）；不同手卫生时刻中接触患者前的手卫生依从率最低（４１．３２％），而接触患者体液后

依从率最高（７６．４７％）。结论　该院手卫生综合干预措施已初见成效，完善并提高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有利于

预防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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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护人员手污染与医院感染密切相关，手卫生

作为预防医院感染最经济、简便的方法而受到广泛

的关注［１２］。为提高本院手卫生依从性，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年本院采取多种干预措施，连续３年进行手卫

生干预，取得一定成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本院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每年８月１—

３１日诊疗活动中医护人员的手卫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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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手卫生干预措施

１．２．１　组织手卫生专项学习　组织全院医护人员

定期学习《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针对不同职别、

不同科室，通过参与互动的方式开展手卫生知识分

层培训。

１．２．２　建立监督考核机制　医院感染监控专职人

员负责手卫生考核工作，不定期组织医护人员以操

作或问卷方式考核培训结果，并抽调科室护士长或

手卫生检查员进行手卫生督查。

１．２．３　改善手卫生设施　为科室提供手卫生海报，

洗手图等用于宣传，为各科室完善手卫生设施提供

支持。

１．３　手卫生依从性调查方法　培训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当年新入职员工作为手卫生调查员，采用单盲直接

观察的方法，对当年８月１—３１日诊疗活动中其他

医护人员的手卫生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使用统

一表格记录。手卫生依从率＝实际手卫生例次数／

手卫生指征例次数×１００％。

１．４　临床资料　查阅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４年

８月３１日入住本院患者病例及医院感染情况。医院

感染率＝（新发的医院感染例次数／同期住院患者

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每年８月１—３１日医护人员手卫生

依从率呈增高趋势（χ
２＝１０．０１８，犘＝０．００２），见

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

犜犪犫犾犲１　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ＨＣＷｓｉ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
手卫生指征例

次数

实际手卫生例

次数
依从率（％）

２０１２ １０６３ ６３３ ５９．５５

２０１３ ２１８９ １３６０ ６２．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９ １３２２ ６５．１６

合计 ５２８１ ３３１５ ６２．７７

２．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医院感染情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医院感染率呈降低趋势（χ
２＝８２．３７７，犘＜０．００１），

见表２。

２．３　２０１４年不同职业手卫生依从性　２０１４年共调

查医护人员手卫生指征２０２９例次，实际手卫生

１３２２例次，手卫生依从率为６５．１６％，其中护士手

卫生依从性较医生高，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５．２４１，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医院感染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ｉ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 住院患者数 医院感染例次数
医院感染

例次率（％）

２０１２ １８０２６ ３８４ ２．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１５５７ ３１８ １．４８

２０１４ ２６１０６ ２７６ １．０６

合计 ６５６８９ ９７８ １．４９

表３　２０１４年不同职业手卫生依从性

犜犪犫犾犲３　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ＨＣＷ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２０１４

职业
手卫生指征例

次数

实际手卫生例

次数
依从率（％）

医生 ２０７ １２０ ５７．９７

护士 １８２２ １２０２ ６５．９７

合计 ２０２９ １３２２ ６５．１６

２．４　２０１４年不同手卫生时刻依从性　调查表中共

设计了６个手卫生时刻，分别为接触患者前、无菌操

作前、接触患者后、接触患者环境后、接触患者体液

后、脱手套后，不同手卫生时刻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

性见表４。操作前（接触患者前和无菌操作前）与操

作后（接触患者后、接触患者体液后、接触患者环境

后及脱手套后）的依从率分别为５７．５４％、６７．４１％，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５．３５４，犘＜０．０１）。

表４　２０１４年不同手卫生时刻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

犜犪犫犾犲４　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ＨＣＷ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ｍｏｍ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１４

手卫生时刻
手卫生指征例

次数

实际手卫生例

次数
依从率（％）

接触患者前 １６７ ６９ ４１．３２

无菌操作前 ２９７ １９８ ６６．６７

接触患者后 ６８２ ５０４ ７３．９０

接触患者环境后 ５０４ ２６４ ５２．３８

接触患者体液后 ３４ ２６ ７６．４７

脱手套后 ３４５ ２６１ ７５．６５

合计 ２０２９ １３２２ ６５．１６

３　讨论　

本调查显示近３年本院手卫生依从性逐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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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２０１４年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率达６５．１６％，与国

内各地区医疗机构［３５］手卫生依从性相比处于中间

水平，但与国外一些医疗机构［６７］相比处于较低水

平。医生手卫生依从率低于护士，主要考虑护士的

操作已标准化，定期有护理部组织学习并考核，而医

生操作并未经过严格考核，另外医生未随身携带手

消毒剂，病房床头及公共区域也未统一配备手消毒

剂，对手卫生的执行率有一定影响。不同的手卫生

时刻中接触患者前的手卫生依从率最低，而接触患

者体液后依从率最高，可见对于可视的污染，手卫生

的执行率最高，说明医务人员的手卫生意识仍有待

提高。

本院手卫生执行情况尚存不足之处，进一步组

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尤为重要，如重点环节（换药、清

创或侵入性操作前），重点科室（重症监护室、妇科及

产科等）的手卫生培训；同时改善手卫生设施，为医

生提供小剂量、便携式手消毒剂［８］，改善手卫生条

件。

近３年的统计数据提示，手卫生依从性提高的

同时医院感染率呈下降趋势。由于数据有限，无法

考虑两者线性关系，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完善。但

目前已有研究［９］显示，手卫生依从性与医院感染具

有线性相关。可以考虑本院医院感染发病率降低与

手卫生依从性提高有关。

综上所述，手卫生越来越受到医护人员的重视。

手卫生可减少病原菌的传播，降低患者感染率，减少

患者平均住院日数和医疗支出，最大程度的保护住

院患者，也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本调查为提高手

卫生依从性可降低医院感染率提供了新的临床依

据，也增加了医护人员对手卫生临床意义的了解。

本院手卫生干预措施尚存在不足，有待改善，需要不

断学习、督导，以提高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及正确

性，从而预防经手传播的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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