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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and hygiene management in ophthalmic hospitals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hand hygiene management of 64 randomly selected medical staff and 400 patients in ophthalmic hospitals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4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nursing management of hand 
hygiene management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3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4 hand hygiene 
managementPDCA cycle management was carried ou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and correct rate, hand hygiene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of hospital sensation.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ontrolled experiment, it is proved that after the PDCA cycle management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hand hygiene 
management of ophthalmic hospitals, the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and correct rate, hand hygiene knowledge knowledge rate is 
improved,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hospital-acquired	adverse	event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ch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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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医院手卫生管理应用 PDCA 循环管理后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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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眼科医院手卫生管理应用PDCA循环管理后的效果。方法 选取2023年1月-2024年12月眼科医院随机抽取的64名医
务人员、400名患者的手卫生管理为研究对象，在2023年1~12月手卫生管理实施传统护理管理为对照组，在2024年1~12月
手卫生管理开展PDCA循环管理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手卫生依从性及正确率、手卫生知识知晓率、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手卫生依从性（73%→86.4%）、正确率（73.6%→83.8%），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1.5%→6.25%），观察组手卫生知
识知晓率评分高于对照组，以上对比指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眼科医院手卫生管理应用PDCA管理方
法后，手卫生依从性及正确率、手卫生知识知晓率均得到了提升，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降低，对提高医院质量管理有
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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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眼科医院感染具有部位集中、病原体多样、传播途径

特殊等特点，需通过严格消毒、手卫生和隔离等措施进行预

防，治疗时需根据病原体选择合适药物，必要时进行手术

干预。

眼科手术感染风险较高，需要严格的执行手卫生，以

减少并发症和视力的损害，手卫生是最简单、经济有效的减

少感染的的方法，能降低 30% 以上的感染率。医护人员在

工作期间，经手传播病菌导致的院内感染所占比例较高 [1]；

故应对医护人员手卫生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展开对应管理 [2]。

本文主要探讨 PDCA 管理方法应用的眼科医院手卫生相关

内容管理方面的成效，汇报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医院 2023 年 1 月到 2024 年 12 月 64 名医务

人员手卫生管理为研究对象；在 2023 年 1~12 月的手卫生

管理实施传统护理管理为对照组，在 2024 年 1~12 月手卫



165

护理与康复研究·第 04卷·第 02 期·2025 年 05 月

生管理开展 PDCA 循环管理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手卫生依

从性及正确率、手卫生知识知晓率、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

2.2 方法 
观察组开展 PDCA 循环管理，具体管理内容如下：

2.2.1 计划阶段
召开会议：召开会议确定目标、分配任务如数据分析、

培训工作、持续改进分析及关键指标的监测评估等。

2.2.2 执行阶段
培训：通过培训让医务人员明白手卫生的重要性，提

高医务人员的手卫生意识；熟练掌握手卫生观察指征。

根据要求各个科室配备齐全的手卫生设施：如洗手液、

洗手凝胶、非接触式水龙头、擦手纸、七步洗手图等。

指定督导员：各个科室指定固定的院感督导员，由科

室院感护士 / 医生承担。观察患者手卫生指征，计算出手卫

生依从性及正确率；抽背手卫生知识知晓情况，统计手卫生

知识知晓率。

制定激励和赏罚制度以保障工作持续有效的开展

2.2.3 检查阶段
分析数据：对手卫生指征、院感不良事件发生例数进

行督查和收集，并进行分析统计。

定期督查：定期到科室进行督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记录、沟通，科室及时整改。

追踪 ：与科室主任、督导员进行沟通、反馈，对科室

改进的问题进行追踪，以评估改进的质量。

2.2.4 处理阶段
数据分析 : 根据临床督查过程中汇总的资料整理出数

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根据分析结果找出对应的解决

方案。

查找原因、制定措施 : 根据数据分析，找出问题所在，

并根据问题制定能够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案。

措施的执行 : 措施与培训方案制定后在时间节点内实

施，培训时保障人员到位，内容贴合临床及发现的问题，保

障措施实施后能够解决问题。

回归临床，查找措施的实效：措施落地后，再次回头看，

督查培训等措施是否有效解决出现的问题。

持续改进 :PDCA 的四大步骤需要反复进行，才能达到

问题的解决，质量才能持续改进。持续改进于卫生依从性和

感染发生率，确保质量管理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3-6)。

2.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工作年限≥ 2 年；科室护士长 / 负责人，科

室兼职院感护士、医生、医技人员；有一定的院感基础知识；

愿意积极配合此次调查研究。 

排除标准：工作年限低、无院感基础知识，不积极主 

动、不能按时参加会议和培训者。

2.4 观察指标 
两组均随机抽取 400 例患者，由各科室指定的感控督

导员观察患者的洗手情况，主要包括五个洗手时机数。 

两组手卫生相关知识评分比较。采用《医务人员手卫

生知晓情况调查表》（信度 Cronbach’s a 系数未 0.98）对两

组医护人员分别进行手卫生知识的提问，以便了解医务人员

的掌握情况，主要包括手卫生相关术语与定义知晓，手卫生

五个时刻知晓，洗手与卫生手消毒的方法和步骤知晓，评分

原则每项是 0 分到 100 分，得分情况与知识掌握情况具有正

相关关系。

实施前后调查 400 例患者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

2.5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手卫生相关知识

评分属计量资料，组间比较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自查记录

计算正确率、手卫生设施配备合格率属计数资料。

3 结果 

3.1 对比两组手卫生依从性及正确率 
手卫生依从性（73% → 86.4%）、正确率（73.6% → 

8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2 两组手卫生相关知识评分比较
观察组手卫生相关术语与定义、手卫生五个时刻、洗

手与卫生手消毒的方法和步骤评分（表 2）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手卫生依从性及正确率对比

组别 时机数 擦手数 洗手数 未采取数 手套数 正确性观察数 依从性（%） 正确率（%）

观察组（n=400） 1825 1220 356 235 14 1321 86.4 83.8

对照组（n=400） 1526 902 212 368 44 820 73.0 73.6

χ2 值 - - - - - - 3.653 3.312

P 值 - - - - - - 0.001 0.001

表 2 两组手卫生相关知识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手卫生相关术语与定义 手卫生五个时刻 洗手与卫生手消毒的方法和步骤

观察组（n=64） 95.05±3.01 99.68±0.32 99.68±0.32

对照组（n=64） 85.35±2.11 90.22±3.22 92.35±3.14

t 值 6.023 5.234 5.102

P 值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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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两组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
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1.5% → 6.25%），P ＜ 0.01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组别 调查例数 不良事件发生例数 发生率（%）

观察组

（n=400）
400 6 1.5

对照组

（n=400）
400 25 6.25

χ2 值 - - 14.032

P 值 - - 0.001

4 讨论 

临床中在感染性分泌物以及有创治疗等系列操作开展

期间，如手卫生表现较差，则较易发生交叉感染现象 [7-8]。

在医院中，医护人员的手常接触患者、器械、药品等；医护

人员针对患者展开治疗护理工作期间，可能会出现病菌感

染，导致患者病情加重 [9-10]，在此种情形下，会加重患者病情，

导致治疗难度增加，从而严重影响患者预后水平，甚至威胁

患者生命安全 [11-12]。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手卫生依从性（73% → 86.4%）、

正确率（73.6% → 83.8%），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1.5% → 

6.25%），观察组手卫生知识知晓率评分高于对照组，以上

对比指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PDCA 循环管

理方式应用于手卫生管理中，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根据出现

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进而有效的提高质量。通

过对 8 个科室的手卫生管理实施 PDCA 循环管理，不仅能

够引起医务人员对手卫生的重视，还可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

依从性及正确率，从而降低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发生。

综上所述，针对医护人员的手卫生管理采取 PDCA 循

环管理模式，促进手卫生依从性及正确率的提高，督促手卫

生理论知识和实践的落实，不仅保护患者，也保障医务人员

健康，同时还能降低院感不良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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