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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及规培医生进行院感培训后，随机不定期对门诊带教老师的自我防护依从性进行监测统计，而受监

测对象不知道自己受监测，即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及连续性，又能时时警醒口腔医护人员自觉提高自

我防护的依从性[8]；从实施效果看，监测方法切实有效，不失为改进监测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金项目 

台州市科技计划 131KY16。 

参考文献 
[1] 陈慧英,庞志钊,万丽.石家庄市基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手卫生调查[J].中国感染控制杂志,2017,16(1):81-83.  
[2] Dai J,Zhang YP,Wang WM,Luo XM,et al.A survey on the disposal of blood-contaminated tampon after dental extrac-

tion[J].SpringerPlus,2016,5(1):1498.  

[3] 丁萍英,王灵芝,王赛君,等.5S 管理方法在康复科环境管理中的应用[J].医院管理论坛,2012,29(12):59-60. 

[4] 陈红艳 ,洪玲萍 ,陈姬雅 .1+3 模式在门诊患儿浅静脉留置期间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J].中医药管理杂

志,2014,22(3):358-359.  

[5] 周丽春.“1+3”安全管理模式在食管癌放疗患者饮食管理中的应用[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5,23(6):141-142. 

[6] 缪巧英,朱丽萍,张艳华.1+3 模式在胸部手术后颈内中心静脉置管期间安全管理中的应用[J].中医药管理杂

志,2015,23(9):100-102.  

[7] 刘玲芬,丁萍英,陈志红,等.利用 1+3 模式改进住院患者就医体验[J].医院管理论坛,2016,33(5):25-27. 

[8] 沈显军,林海升,罗旭明,等.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在改善口腔科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中的应用[J].中国消毒学

杂志,2012,29(11):1004-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