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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prevention measures in surgical nursing. Methods: 
100 surgical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 series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prevention measure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care. Results: The incision infection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4%, lower than 1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longest and average length of sta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13 days and 11.28 days (±1.4 days), respectively, 
while the longest and average length of stay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18 days and 15.24 days (±1.6 day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Effective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prevention measur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sion infection rate of patients, and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hospitalization days of patients, improve nursing efficiency. It is proved that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in surgical nursing have remarkable practical effects and are worth popularizing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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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护理中术后感染预防措施的有效性研究
朱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摘 要

目的：通过比较分析和研究外科护理中术后感染预防措施的有效性。方法：选择100例外科病人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每组50人。实验组采取一系列术后感染预防措施，而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方式。结果：实验组的切口感染率为
4%，低于对照组的10%；实验组的最长住院天数和平均住院天数分别为13天和11.28天（±1.4天），而对照组的最长住院
天数和平均住院天数分别为18天和15.24天（±1.6天）。结论：高效的术后感染预防措施能显著降低患者的切口感染率，并
且能有效缩短患者的住院天数，提高护理效率。证明外科护理中的术后感染预防措施具有显著的实际效果，值得在临床中
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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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科手术是医疗护理中常见的一种治疗方式，但随着

手术的增多，术后感染率的上升已经成为医疗界临床护理的

重要问题。术后感染会导致患者痛苦加剧，延长住院时间，

同时也增加了医疗费用，对于医疗机构及患者都带来了较大

的经济压力。因此，通过有效的预防措施，尽可能地降低术

后感染发生的概率，已经成为临床护理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术后感染的预防不仅包括手术前的预防工作，还必须在手

术期间和术后进行全方位的处理，保障手术效果的稳定、

恢复的顺利。尽管已有多种术后感染预防措施的研究报告，

但是其对于感染率降低的真实效果及其对患者恢复的影响

等方面仍需深入探究。本研究基于上述原因，选择 100 名外

科病人，通过对比实验组采用的一系列术后感染预防措施和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的效果，从切口感染率、住院天数

等方面对这些预防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有效的术后感染预防措施能显著降低患者的切口感染

率，并且能有效缩短患者的住院天数，提高护理效率。因此

笔者认为，这些预防措施具有显著的实际效果，并值得在临

床中推广应用。接下来论文将对本研究的具体过程和结果进

行详细的说明。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了自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12 月在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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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医院进行的 100 例外科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这些

手术患者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包含 50 名患者。

在实验组中，患者的年龄范围为 23~65 岁，平均年龄

为（44.1±8.6）岁。他们接受的手术种类包括胆囊切除、阑

尾切除、肠梗阻手术等常见的外科手术。其中，男性患者的

数量为 26 人，女性患者 24 人。

对 照 组 的 患 者 年 龄 范 围 为 24~66 岁， 平 均 年 龄 为

（44.8±8.5）岁。他们接受的手术种类与实验组相同，包括

胆囊切除、阑尾切除、肠梗阻手术等。该组中，男性患者27人，

女性患者 23 人。

在本次研究中，实验组患者在术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感

染预防措施，包括定期更换包扎、使用抗生素、维持病房卫

生及进行健康教育等。对照组患者则按照我院惯常的术后护

理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手术种类等基本情

况，发现两组间的基本特征相差不大，具备可比性。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符合本次研究的要求。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术后感染的发生情况和住院

天数进行了比较和研究。论文的数据展示和讨论将基于这两

个主要的评价指标。

2.2 方法
本研究设计了一组接受了预防感染措施的实验组病人

和一组未接受这些措施的对照组病人。具体如下：

对照组病人采取常规的术后护理干预，包括切口清洁，

必要时换药，并定期观察发炎迹象。处理过程中，精心记录

每个病患的身体和切口情况，并在感染症状出现时，立即执

行相应治疗。

实验组病患则采取一套更加详尽的感染预防程序。

术后护士在卫生环境中对病患的切口进行清理，初步外包

dressings 术后 1~2 天内，更频繁更换，并配合抗生素涂剂使

用，防止护理操作中可能出现的细菌污染。除此之外，实验

组还辅以严格的接触隔离措施，以防止其他患者或医务人员

携带的细菌引发交叉感染。医护团队每日为病患进行全面体

征检查，并密切关注任何感染的迹象。

为了量化和比较两组不同处理方式对病患术后感染影

响的程度，以患者的切口感染率和住院天数两个主要参数为

基础进行记录和研究。感染情况通过检查患者术后切口的红

肿、疼痛、流脓等具体迹象来判断；而住院天数则反映了患

者术后康复情况及医院感染管控情况。这些数据将有助于判

断运用预防感染策略的有效性。

2.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本项研究的评价指标主要基于两个方面：术后切口感

染率和住院天数的比较。在两个考察组（实验组与对照组）

患者中，都有 50 例，计算并对比了在外科手术后，一组接

受了特别的术后感染预防措施，另一组未接受此措施，两组

的切口感染率 [2]。

分别统计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中患者术后切口感染的人

数，通过人数对总数的比值计算得到切口感染率的百分比。

也追踪了患者的住院天数，这是因为切口感染可能延长患者

术后的恢复时间，影响早期康复。

根据表 1 所示，实验组的切口感染率为 4%（2/50），

而对照组的切口感染率为 10%（5/50）。这显示在接受了术

后感染预防措施的实验组中，切口感染的风险下降到原来的

一半以下。也就是说，在的样本中，术后感染预防措施对于

减少术后感染的发生具有明显的效果。

表 1 实验组、对照组患者切口感染率比较（％）

组别 n 切口感染人数 切口感染率 %

实验组 50 2 4%

对照组 50 5 10%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住院天数以天数为单位进行统计，

并分别给出了患者住院的最长天数和平均天数（参见表 2）。

发现，实验组的最长住院天数和平均住院天数都低于对照

组（最长住院天数：13 vs 18，平均住院天数：11.28±1.4 vs 

15.24±1.6）。这说明接受了预防感染措施的患者恢复得更

快，可能有较低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更短的住院时间。

表 2 实验组、对照组患者住院天数比较（d）

组别 n 最长住院天数 平均住院天数

实验组 50 13 11.28±1.4

对照组 50 18 15.24±1.6

这两种指标将作为评价术后感染预防措施有效性的重

要依据。

3 结果

3.1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切口感染率的比较
在进行外科手术时，术后切口感染是一种常见的并发

症，对患者康复产生严重影响。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

者的切口感染率，来探究外科护理中术后感染预防措施的有

效性。

以 50 名接受相似外科手术的患者为基础数据，随机分

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两组病例中，实验组在和对照组一样

的手术条件下，采取了新型的术后感染预防措施。两组患者

的切口感染率数据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实验组的切口感染率为 4%，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0%，即实验组感染的病例数量在对照

组的基础上有明显降低。在这 50 个病例中，实验组只有 2

名患者出现切口感染，而对照组有 5 名患者出现切口感染。

这可能说明，实验组采取的术后感染预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有效地降低了术后切口感染的风险。

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以确定这种差异是否具有

统计学意义。即使如此，这些初步结果显示在切口感染预防

上可能存在有效的策略，它们可能在术后护理实践中发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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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作用，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降

低住院时间与医疗费用 [3]。

3.2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住院天数的比较
针对研究数据的不同，本次研究将实验组和对照组患

者的住院天数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具体来讲，实验组的

最长住院天数是 13 天，平均住院天数为 11.28±1.4 天。相

比之下，对照组的最长住院天数则高达 18 天，平均住院天

数为 15.24±1.6 天。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实验组的住院天数普遍较

短。应注意的是，住院天数的长短可能与患者切口感染的缓

解以及术后最终疾病治愈的快慢存在着密切关联。一方面，

实验组中的患者通过改进的术后感染预防措施，切口感染率

较低，术后康复进程较快，住院时间相对较短。另一方面，

对照组虽然在术后也进行了通常的感染预防措施，但其切口

感染率和平均住院天数均高于实验组，说明常规的措施在预

防切口感染方面效果逊色于改进的预防措施。

通过这样的对比，可以看出改进的术后感染预防措施

对于降低切口感染率，缩短住院天数以及提高病人康复速度

都有着显著的效果。这一结果强烈表明，有必要进一步关

注并推广这种有效的预防措施，以便提高术后病人的生活质

量，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具体的详细数据请参见表 2。

4 讨论

外科手术后感染一直是临床医学领域重要研究的问题

之一，它不仅直接威胁着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而且还造

成了医疗资源的大量消耗。尽管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但外科手术后的感染问题仍然存在。寻求有效的预防措施，

减少术后感染的发生率，已经成为必须正视和努力解决的问

题。就是通过比较和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数据，探讨预防

术后感染的有效性措施。

从切口感染率来看，表 1 显示实验组（采取新型感染

预防措施）的切口感染率为 4%，明显低于对照组（采取传

统的感染预防措施）的切口感染率 10%。这表明新型感染

预防措施在减少切口感染率方面有明显优势，对于预防术后

感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于住院天数，表 2 明显显示出实验组的最长住院天

数和平均住院天数都相对较短。这不仅表示患者恢复状况良

好，而且降低了患者的住院成本。相对来说，实验组的患者

应对术后并发症能力强，恢复周期短，对于减轻医疗系统负

担，提升病人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度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解读和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不能忽视其背后可能

存在的问题。例如，患者的个体差异性如年龄、体质、疾病

状况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到这些结果。这些讨论结果仅能作为

制定相关预防策略的参考，并不能决定性地说新型措施具有

明显优势。后期研究需要再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加入更多控

制变量，使得这一研究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的主要

结论是：新型的感染预防措施在减少术后感染、缩短住院时

间上有着一定的积极效果。作为医务工作者，应积极认识到

预防术后感染的重要性，并探索出更有效的预防措施，以此

提高患者手术的安全性，降低术后感染的发生率，为医院节

省宝贵的医疗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的患者。

根据表格数据，可以看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术后感

染预防措施实施后，切口感染率和住院天数都有所差异。更

具体地说，实验组在实施术后感染预防措施后的切口感染率

为 4%，而对照组未实施相同预防措施的感染率为 10%。另

外，实验组患者的最长住院时间为 13 天，平均住院时间为

11.28±1.4 天，而对照组患者的最长住院天数为 18 天，平

均住院天数为 15.24±1.6 天。

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结果，可明显看出实施感

染预防措施对于降低切口感染率和减少住院天数的显著效

果。切口感染是外科手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不仅会延长患

者住院天数，加大医疗支出，还可能影响患者术后的恢复。

有效的感染预防措施是保证患者术后恢复和降低医疗成本

的重要环节。

预防措施的重要性被突出，但不应忽视在实施措施过

程中的质量控制。据研究显示，对照组的感染率和住院天数

均较高，这可能说明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尽管有相关的感

染预防措施，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可能的原因包括落实

预防措施的不足，等环节的不合规操作。进一步优化预防措

施的实施流程，强化患者教育，提升护理人员的业务技能及

对感染预防重要性的认识，将有助于患者术后恢复和减少住

院天数。

总体来看，从实证角度验证了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并

且强调了在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为外科护理提供了新的

策略和依据。也认识到，研究结果可能受到人员差异、环境

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在更大规模的患者群体中进行

验证。展望未来，期望结合更多研究数据，持续优化和调整

术后感染预防措施，以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提高护理效果和

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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