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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理论模型提升保洁人员对高频接触物体表面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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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升保洁人员对临近患者区域高频接触物体表面清洁消毒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物品表面清洁度。方法
 

应用跨理论模

型对张家港市某三级中医医院88名保洁人员进行工作行为干预,干预小组团队成员采用行为阶段性改变评估问卷对保洁人员进

行测评,针对保洁人员所处的不同阶段分为5个小组,给予各期相对应的培训指导。比较干预前和干预后6个月保洁人员的行为

阶段分布情况、临近患者区域高频接触物体表面荧光标记清除率和物体表面三磷酸腺苷(ATP)生物荧光检测合格率。结果
 

干预

后6个月,保洁人员行为阶段分布情况、临近患者区域高频接触物体表面荧光标记清除率和物体表面ATP生物荧光检测合格率

均较干预前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结论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培训和干预可提高保洁人员对临近患者区域

高频接触物体表面清洁工作的重视程度,从而改变工作态度和行为,更规范地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提高清洁有效度,减少物体表面

菌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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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theoretical
 

model
 

was
 

used
 

to
 

intervene
 

the
 

work
 

be-
haviors

 

of
 

88
 

cleaning
 

staffers
 

in
 

a
 

tertiar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Zhangjiagang
 

City.The
 

behavioral
 

stages
 

of
 

cleaning
 

staffers
  

were
 

assessed
 

by
 

the
 

researchers;
 

then
 

the
 

staffers
 

were
 

divided
 

into
 

5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behavioral
 

stages
 

they
 

were
 

at,
 

and
 

received
 

stage-specific
 

training
 

and
 

guidance.Before
 

and
 

6
 

months
 

after
 

intervention,
 

behavioral
 

stage
 

distribution
 

of
 

cleaning
 

staffers,
 

the
 

clearance
 

rate
 

of
 

fluorescent
 

markers
 

and
 

the
 

qualified
 

rate
 

of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biofluores-
cence

 

detection
 

on
 

the
 

surface
 

of
 

frequently
 

touched
 

objects
  

in
 

the
 

vicinity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Results
 

Six
 

months
 

after
 

intervention,
 

behavioral
 

stage
 

distribution
 

of
 

cleaning
 

staffers,
 

the
 

clearance
 

rate
 

of
 

fluorescent
 

markers
 

and
 

the
 

qualified
 

rate
 

of
 

ATP
 

biofluorescence
 

detection
 

on
 

the
 

surface
 

of
 

frequently
 

touched
 

objects
 

in
 

the
 

vicinity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compared
 

to
 

before
 

(P<0.01
 

for
 

all).Conclusion
 

Training
 

and
 

intervention
 

based
 

on
 

transtheoretical
 

model
 

can
 

improve
 

cleaning
 

staffers'
 

awareness
 

of
 

keeping
 

frequently
 

touched
 

objects
 

clean,
 

make
 

them
 

change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and
 

behaviors
 

of
 

cleaning
 

work,
 

and
 

help
 

standardized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work
 

process,
 

thu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leaning
 

and
 

reduce
 

the
 

num-
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on
 

the
 

surface
 

of
 

objects.
Key

 

words:
  

transtheoretical
 

model; nosocomial
 

infection; frequently
 

touched
 

objects;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作者单位:张家港市中医医院1.感染管理科2.护理部(江苏
  

张家港,

215600)
沈益:女,本科,副主任护师

通信作者:李丽娟,2435073552@qq.com
收稿:2019 05 28;修回:2019 07 15

  日趋严重的医院感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
生难题,在医院环境物体表面中存在着大量的病原微
生物,经工作人员的手接触后,可在患者或其他物品
之间进行传递,造成交叉感染[1]。物体表面的污染虽
然可通过大力倡导工作人员的手卫生措施切断传播
途径,但在目前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相对较低,特
别是在接触物体表面后和接触患者前的手卫生依从
性更低的现状下,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显得尤为重
要。国内医院除了诊疗设备和仪器的清洁维护,其他
环境和物体表面的清洁工作几乎均由保洁人员承担,
因此他们的工作质量对阻断病原体传播有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但我国医院的保洁人员普遍文化水平低、
接受培训少,很少能意识到其工作的重要性,他们更
愿意按自己的行为方式去清洁物体表面,对工作重要
性的认知和态度,影响着清洁的效果。跨理论模型也

被称为行为转变理论模式或行为分阶段转变理论模
型(Transtheoretical

 

Model
 

and
 

stages
 

of
 

change,
TTM),是由心理学专家Prochaska提出,以社会心理
学为理论基础,着眼于受试对象的心理需要及其行为
变化过程[2],根据受试者不同阶段的心理需求提供针
对性的行为干预措施。常见于应用在改变患者的不
良行为方式,偶见于应用该模式在提高护生工作质量
中的研究[3],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笔者所在医院应用
跨理论模型对保洁人员进行工作行为干预,在提高临
近患者区域高频接触物体表面清洁度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3月选择张家港市某三级乙等
中医医院91名保洁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
行为阶段评估,并对其所在的25个住院病区进行临
近患者区域高频接触物体表面清洁程度的基线调查。
4月份开始实施干预,研究期为6个月,期间3名保洁
人员辞职,最终纳入研究的共88名。男32名,女56
名,年龄34~63(51.12±6.19)岁。普通病房68名,
中心ICU、NICU、RICU

 

16名,新生儿病房4名;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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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人4名,其余均为保洁公司聘用人员。文化层

次:高中(中专)29名,初中以下59名。本职工作年

限:>10年7名,6~10年16名,1~5年38名,<1
年27名。
1.2 方法

1.2.1 成立干预小组 干预小组由医院感染管理科
主任1名、科员2名,大外科、大内科和急重症科科护

士长各1名,各病区院内感染控制护士各1名,共31
名成员组成。其中感管科主任任组长,全面参与并全

程进行质量控制;2名感管科科员主要负责对小组成

员的培训指导,对保洁人员的集中培训,进行物体表

面三磷酸腺苷(ATP)生物荧光检测,进行数据收集和
分析等;3名科护士长为副组长,主要负责本大科范

围内各病区的质量控制、随机抽查、数据统计完善和

分析等;各病区感控护士负责本科室保洁人员的培

训、督促、指导、行为分期评估,做好物体表面荧光标

记,检查标记清除情况等。小组成员在前3个月每周
集中讨论1次,后3个月每月集中讨论1次,各感控

护士和科护士长汇报本组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

难点,集体讨论后制定整改措施,会议时间为20~30
 

min。
1.2.2 对保洁人员进行定位分期 TTM 理论各阶

段定义:①无意图期。保洁人员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不
正确的工作行为所带来的危险性,且未考虑在将来6
个月内进行行为转变。②意图期。保洁人员已经意

识到自己工作中存在的缺陷,计划在将来6个月内进

行行为转变。③准备期。是指保洁人员已确定了目

标,且偶尔会改变工作方式,但还不规律。④行动期。
保洁人员已经做出了规律的行为转变,但还未超过6
个月时间。⑤维持期。保洁人员通过行为的转变,保
持规范的工作行为已经超过6个月时间[4]。干预小

组团队成员采用行为阶段性改变评估问卷[5]对保洁

人员进行测评,该问卷只有1个条目,内容为“请根据

选项内容如实告知您的实际状态”,测评前向患者解
释每个阶段的定义。针对保洁人员所处的不同阶段

分为5个小组,给予各期相对应的培训指导。并将各

组保洁人员名单发放至感控护士手中,使其知晓本科

室中保洁人员所处的分期,每期干预结束后再次评估

心理及行为特点,视情况进入下一期或保留在本期,
直至维持期。
1.2.3 根据不同阶段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 ①无意

图期(注重院感知识宣教):该阶段的保洁人员未认识

到临近患者区域的高频接触物体表面清洁工作的重

要性,普遍认为日常清扫工作只要肉眼看不到灰尘即

可。针对此期的保洁人员开展医院感染、消毒隔离、
传染病预防、手卫生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

训,每周1次,每次20~30
 

min,各病区感控护士针对

本病区此期人员进行个性化教育。②意图期(促进思

想到行为的转变):该阶段的保洁人员已经认识到物

体表面清洁工作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具体如何实施,
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感控护士针对本科室

此期人员进行个体访谈,深入了解保洁人员在工作中

的困难,以及未按规定要求工作的原因,为保洁人员

分析行为转变的必要性,给自身和患者带来的益处,
以及其所要付出的代价,权衡利弊。对由于工作原因

未参加培训者,由所在病区感控护士进行培训,做到

处于该期内的保洁人员全部培训到位。③准备期(制
定实施计划):该阶段的保洁人员已经有了明确的态

度和目标计划,小组成员及时对保洁人员进行评估,
了解其心理变化,共同针对工作中存在具体问题进行

交流和探索,提出改进措施和方法,耐心对保洁人员

进行指导,使其明确行动转变的目标。④行动期(提
供方法和技巧方面的支持):此阶段为实施干预的主

要阶段,感染管理科制定规范的清洁消毒流程,明确

工作质量标准,小组成员和保洁人员一起共同探讨,
尊重保洁人员,听取有益的建议,积极改进清洁工具

等。感控护士现场进行指导,及时指出其在工作中的

不足之处,不定时进行抽查等。⑤维持期(巩固行为
持续改进):该阶段保洁人员对物体表面清洁工作的

行为已产生了转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洁人员的

行为改变速度会逐渐减慢,且易受外界的影响而难以

维持已形成的行为模式。此期干预小组成员应加强

对保洁人员的的鼓励,肯定其在预防医院感染方面做
出的成绩,增加其自信心和荣誉感,帮助其维持并巩

固良好的工作模式。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小组成员注

意保洁人员行为的动态变化,并定期进行测评,根据

其所处的不同阶段及时调整干预方法。
1.3 评价方法 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6个月评价

以下指标:①保洁人员行为改变阶段分布情况。②物
体表面荧光标记清除率。主要用于评价保洁人员物

体表面清洁的频次是否规范,荧光标记清除率=荧光

标记清除的标记物数量/荧光标记物的总数×100%。
干预小组依据不同科室的工作特点,制定各科室调查

计划,要求各科室在某个时间点内完成计划所要求的
标记物数量。各科室感控护士在不告知保洁人员的

基础上,在开始清洁工作前,对邻近患者区域高频接

触的物体表面,如床头柜、床档、床尾、呼叫按键、电灯

开关、门把手等使用伽玛紫外线手电筒套装荧光标记

笔标记“o”,并做好相关记录,于清洁工作完成后查看

标记清除情况。③物体表面三磷酸腺苷(ATP)生物
荧光检测合格率。可用于评价保洁人员清洁消毒工

作质量是否符合要求。由干预小组中3名感染管理

科人员 进 行 统 一 采 样,所 用 仪 器 为 SystemSURE
 

Plus型手持式 ATP生物荧光检测仪和配套的检测

棒。小组成员采样前不预先告知,按研究计划随机抽
取日期和科室,于10:00或17:00(约为清洁消毒后2

 

h)用专用采样棒在采样点来回涂擦2遍进行采样,每
个采样点面积约为5

 

cm×5
 

cm,以相对发光单位值
(RUL)表示,RUL值越低说明区域清洁度越高,以物

体表面生物荧光检测值≤100
 

RLU/100
 

cm2 为合

格[6]。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χ2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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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保洁人员行为阶段分布比较 见表

1。
表1 干预前后保洁人员行为阶段分布比较

人(%)

时间 例数 无意图期 意图期 准备期 行动期 维持期

干预前 88 38(43.18) 29(32.95) 12(13.64) 8(9.09) 1(1.14)
干预后 88 0(0)  6(6.82) 14(15.91) 52(59.09) 16(18.18)

  注:干预前后比较,Z=-9.716,P=0.000。

2.2 干预前后高频接触物体表面荧光标记清除率比

较 见表2。
表2 干预前后高频接触物体表面荧光标记清除率比较

物表类别
干预前

标记数 合格[处(%)]
干预后

标记数 合格[处(%)]
χ2 P

床头桌 98 51(52.04) 103 80(77.67) 14.533 0.000
床旁椅 82 40(48.78) 87 68(78.16) 15.797 0.000
床档 86 44(51.16) 81 69(85.19) 22.068 0.000
床尾 91 45(49.45) 96 79(82.29) 22.554 0.000
氧气带 101 54(53.47) 94 79(84.04) 20.991 0.000
呼叫器 99 50(50.51) 105 82(78.10) 16.985 0.000
门把手 79 38(48.10) 86 71(82.56) 21.805 0.000
电灯开关 84 40(47.62) 80 61(76.25) 14.198 0.000

2.3 干预前后高频接触物体表面ATP生物荧光检

测合格率比较 见表3。
表3 干预前后高频接触物体表面ATP生物

荧光检测合格率比较

物表类别
干预前

标记数 合格[处(%)]
干预后

标记数 合格[处(%)]
χ2 P

床头桌 62 32(51.62) 71 52(73.24) 6.653 0.008
床旁椅 73 31(42.47) 81 56(69.14) 11.112 0.001
床档 58 30(51.72) 61 46(75.41) 7.228 0.006
床尾 61 26(42.62) 67 48(71.64) 11.024 0.001
氧气带 79 36(45.57) 63 51(80.95) 18.491 0.000
呼叫器 81 28(34.57) 86 61(70.93) 22.157 0.000
门把手 49 23(46.94) 58 43(74.14) 8.314 0.004
电灯开关 76 26(34.21) 67 47(70.15) 18.405 0.000

3 讨论

3.1 保洁人员感染防控意识薄弱,工作方法掌握不

佳 医院保洁人员普遍实行的是社会化管理模式,在
人员招聘、业务培训、质量管理、劳动报酬及清洁用品

供给等方面均由某一物业公司统一管理。由于医院

清洁工作又脏又累,待遇报酬又差,导致人员流动频

繁,通常新上岗的保洁人员通过跟班老员工,经口口

相传形式,基本了解工作内容即上岗。其日常工作由

物业公司管理人员进行管理,而公司管理人员缺乏卫

生专业知识,无法进行正确的指导,公司缺少明确详

细的清洁流程和质量标准,没有定期进行规范科学的

检查监督,所以保洁人员的工作是随意粗糙的,态度

信念和知识水平影响着清洁工作的效果[7]。研究中

发现,保洁人员容易将医学卫生概念混同于家庭卫生

概念,对环境清洁标准以肉眼来评判,对工作方法普

遍掌握不佳,如擅自减少清洁次数、不同清洁单元之

间用品混用、颠倒清洁顺序、不注重手卫生、戴手套开

关门等。徐虹等[8]对比不同人员医院环境清洁效果

发现,保洁人员的有效清洁率不尽人意,清洁失败较

多,甚至出现原本 MRSA阴性的环境表面经过清洁

后检测为阳性的现象。本研究显示,干预前43.18%
的保洁人员均处于无意图期,仅有9人处于行动期和

维持期。干预前调查床头桌、氧气带、呼叫器等高频
接触物体表面荧光标记数720个,清除数为362个,
清除率为50.28%,ATP生物荧光检测539个,合格

数为232个,合格率为43.04%。说明保洁人员对医

院感染防控的意识和知识非常薄弱,对正确的清洁消

毒工作方法掌握不够。
3.2 应用跨理论模型可明显改善保洁人员的行为方

式 保洁人员的工作质量是医院医疗质量控制的关

键环节,医院管理者们也在致力于加强对保洁人员的

培训,以提高其工作质量。戴莹等[9]采用视频教材,
谢伏娟等[10]制定标准作业程序(SOP)对手术室保洁

工进行培训和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视频教材
需在计算机上观看,而SOP对保洁人员的文化层次

有一定的要求,故无法在全院推广。传统心理学认

为,每个人都愿意去改变自己的不良行为,而跨理论

模型不仅肯定了这一点,也阐明了个体在转变自身行

为过程中的阶段性和差异性[11],在不同的阶段,行为

的改变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基于跨理论模型
采取的干预方法,在无意图期和意图期使保洁人员认

识到了预防医院感染的重要性,物体表面清洁程度与

医院感染发生的相关性,正确的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洁

方法等,强化了工作责任心。在准备期和行动期采取

了多种方式的培训,干预小组成员与保洁人员共同总
结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提出改进建议,制定清洁标准

和流程,改进清洁用具器材,对保洁人员的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和鼓励。在维持期,干预小组成员则加强了

对保洁人员工作的督查和指导,以巩固保洁人员的行

为模式。从研究可见,保洁人员在干预6个月后的行

为分布有明显进步,已有77.27%的人员进入行动期
和维持期,无人处于无意图期。
3.3 保洁人员行为转变可提升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

清洁度 近年来,国内外感染管理专家越来越关注在

医院交叉感染中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洁在其中所

起的作用,提高物体表面的卫生质量,能有效降低多
重耐药菌的传播[12-13]。在一些发达国家,临近患者区

域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洁工作由护士完成[14]。张

昆等[15]开展了不同人员消毒对介入导管室物体表面

除菌效果的研究,显示由护理人员进行介入导管室的

清洁消毒工作将更有效、安全、可靠,但在我国护理人

员严重紧缺的状况下,无法大幅度开展。本研究干预
前物体表面荧光标记清除率总体仅为50.28%,显示

保洁人员擅自减少了清洁频次,而干预后6个月总体

上升至80.46%,说明保洁人员的工作依从性大大提

高。干预前物体表面ATP生物荧光检测总体合格率

仅为43.04%,显示清洁工作质量较低,干预后6个月

总体上升至72.92%,说明保洁人员行为转变后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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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工作质量。
综上所述,对医院保洁人员应用跨理论模型进行

行为干预,可显著提升临近患者区域高频接触物体表

面的清洁消毒质量。但由于保洁人员流动性大,人员

培训任务繁重,较难保持长期效应。如何优化保洁人

员的管理模式,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提升工作效率

等仍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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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促进专科护士自我实现,提升专业能力 促进

伤口愈合是伤口专科护士护理的最终目标,是专科护

士不断进取的动力,我国现代伤口专科护士的发展多

以专科门诊或者专科护理小组的形式呈现,负责门诊

患者处理及住院患者疑难复杂伤口会诊,这种方式易

造成患者回访率低、失访率高,患者对门诊服务评价

低[7],且不能有效追踪患者伤口变化情况,创面修复

病房的建立为活动困难、合并其他基础疾病的患者提

供更好的归宿,为患者提供连续、全面及专业化的治

疗,得到患者及家属的认可与肯定,患者对伤口专科

护士满意度由2017年的(94.75±2.52)分提高至

2018年的(96.50±1.46)分,主要因创面修复病房的

建立和使用,方便了慢性伤口患者的诊治。伤口专科

护士通过对患者伤口的护理获得收获和成长[8],促进

其在伤口护理过程中提升专业能力[9]。
4 小结

伤口专科护理是一项高级护理实践,以伤口专科

护士为主导的创面修复病房的建立与运行是我国高

级护理实践的一次大胆尝试,其运行模式及管理方法

仍在不断探索研究中,独立护理病房不仅让患者得到

全面、专业、及时照顾,提高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和

满意度,也让护理从“辅助”走向“主导”,充分展示了

专科护士的独立性,扩大伤口专科护士的临床工作范

围,为伤口专科护士培养提供临床地点,也为其他护

理专科发展提供参考依据。目前,创面修复病房的患

者多以慢性伤口为主,对比其他临床科室仍存在住院

日长、住院费用高、推广力度不够等诸多问题与挑战,
现阶段依靠医院扶持运行,只有找到适合以专科护士

为主导的病房运行方案才能实现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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