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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明确综合医院感染控制联络护士（ＩＣＬＮ）的职责和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范围综述的方法，系

统检索相关数据库，检索时间从建库至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８日，对纳入文献进行规范化报告。结果　共纳入文献３６篇，

ＩＣＬＮ的角色职责包括准入标准、选拔方式和工作职责。ＩＣＬＮ的影响因素包括培训、赋权、绩效考核、持续改进措

施和人员配置。设置ＩＣＬＮ后，能降低医院感染发病率、多重耐药菌检出率，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及医院环

境监测率，并规范医院环境清洁消毒。结论　ＩＣＬＮ对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具有一定作用，但需要进一步规

范和完善ＩＣＬＮ的管理和应用，对其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促进ＩＣＬＮ的发展，提升医院感染管理的质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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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统计结果，全球７％～１０％

的患者受到医院感染的影响，其中３０％的医院感染

可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１］。一个有效的感染

控制团队对于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２］。

在国外，医院感染防控工作主要由感染控制小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ａｍ，ＩＣＴ）完成
［３］。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为缓解病房医护人员对ＩＣＴ的过度依赖，美

国率先设立感染控制联络护士（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ｎｋｎｕｒｓｅ，ＩＣＬＮ）
［４］，主要从事病房内的医院感染

管理与监测工作，起到连接ＩＣＴ与病房之间的纽带

作用［５７］。我国大多数三甲医院在病房内设置感染

控制兼职护士岗位，但由于医疗资源紧张、护理人力

有限等问题，其管理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充分

发挥ＩＣＬＮ 的作用
［８１０］。目前，国内、外虽然对

ＩＣＬＮ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缺乏统一的应用标准。

因此，本研究采用范围综述报告框架，全面收集

ＩＣＬＮ的主要特征，比较其特点及影响因素，为综合

医院合理的设置和应用ＩＣＬＮ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明确研究问题　采用ＰＣＣ模型构建研究问

题。即研究人群（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为ＩＣＬＮ，研究概

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Ｃ）为ＩＣＬＮ的准入、设置、职责、培训、

应用、管理、效果验证或局限性等，研究情境（Ｃｏｎ

ｔｅｘｔ，Ｃ）为综合性医疗机构。

１．２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①研究

对象为综合医院中的ＩＣＬＮ；②研究内容为ＩＣＬＮ的

应用、管理、效果验证或局限性等；③文献类型为原

始研究、传统综述、系统综述、指南、专家共识；④文

献语种为中文、英文。文献排除标准：①无法获取全

文的文献；②非中、英文文献；③重复发表的文献。

１．３　检索策略　中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英文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Ｅｍ

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ＣＩＮＡＨＬ。中文检索词为联络护

士、感控护士、专科护士、医院感染、感染控制、感染

防控、感染监控、院感、护士，英文检索词为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ｋ、ｌｉａｉｓｏｎ、ｎｕｒｓ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以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为例，检索式为（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ｓｈ］ＯＲ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ｓｈ］ Ｏ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ｓｈ］Ｏ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ｔｉａｂ］Ｏ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ｉａｂ］Ｏ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ｉａｂ］ＯＲＩＣＬＮ［ｔｉａｂ］ＯＲＩＰＣ［ｔｉａｂ］）ＡＮＤ（ｌｉｎｋ

［ｔｉａｂ］ＯＲｌｉａｉｓｉｏｎ［ｔｉａｂ］）ＡＮＤ （ｎｕｒｓｅ ［ｔｉａｂ］）

Ｏ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ａｂ］ＡＮＤ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ｔｉａｂ］）。检

索时间为建库至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８日。

１．４　文献筛选及资料提取　将所有文献导入Ｅｎｄ

ｎｏｔｅ去除重复文献后，由２名研究者根据文献的纳

入和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如遇分歧，由第３名研

究者共同讨论解决。文献提取内容包括文献作者、

年份、国家或地区、研究类型和主要研究内容。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索出１９３４篇文献，经

文献筛选，最终纳入３６篇文献。文献筛选流程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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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综合医院ＩＣＬＮ的职责及相关影响因素综述文献筛选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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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２．２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纳入３６篇文献中，包括

１９篇类实验性研究，１４篇描述性研究，１篇随机对

照研究，１篇分析性研究，１篇指南。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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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综合医院ＩＣＬＮ的职责及相关影响因素综述纳入文献基本特征（狀＝３６）

犜犪犫犾犲１　Ｂａｓ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ＣＬＮｓ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狀＝３６）

纳入文献 发表年份 国家 研究类型 主要研究内容

Ｒｏｓｓ［１１］ １９８２ 美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选拔和培训

Ｃｈｉｎｇ等
［１２］ １９９０ 中国 随机对照研究 ＩＣＬＮ导管护理指南的教学效果评价

Ｔｅａｒｅ等［１３］ １９９６ 英国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应用方法和存在的问题

张齐琴［９］ １９９９ 中国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工作职责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等［１４］ １９９９ 澳大利亚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在手术室标准预防措施实施中的作用

Ｃｏｏｐｅｒ
［１５］ ２００１ 英国 描述性研究 教育理论在ＩＣＬＮ课程中的应用

Ｔｅａｒｅ等［１６］ ２００１ 英国 类试验性研究 评估ＩＣＬＮ与同事的沟通能力、影响力和局限性

李春红等［１７］ ２００２ 中国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构成、职责、培训、工作指导与监督

Ｗｒｉｇｈｔ等
［１８］ ２００２ 美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作用及其对新生儿科感染控制计划的影响

Ｄａｗｓｏｎ等［１９］ ２００３ 英国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角色定位、价值、培训和应用中的困难分析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 ２００４ 英国 类试验性研究 基于教育理论实施ＩＣＬＮ计划，对临床洗手设施改善情况的研究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１］ ２００５ 英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对医院感染工作的授权、自主权和积极性研究

Ｍｉｙａｃｈｉ等
［２２］ ２００７ 日本 类试验性研究 设置ＩＣＬＮ前后医院感染发病率的变化

郭伟等［２３］ ２０１０ 中国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职责、培训、工作指导、监督与考核

徐黛玉等［２４］ ２０１１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职责及跟踪测评

杨雁峰等［２５］ ２０１２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设立ＩＣＬＮ的具体做法

游荔君等［２６］ ２０１２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查房与绩效考评结合对医院感染管理的影响

Ｓｈａｂａｍ等［２７］ ２０１２ 埃及 描述性研究 护士长作为ＩＣＬＮ的角色、认知和知识情况

周燕平等［２８］ ２０１２ 中国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职能与培训

Ｓｅｔｏ等［２９］ ２０１３ 中国香港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对改善手卫生依从性疲劳的作用

Ｌｌｏｙｄ等
［７］ ２０１４ 加拿大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可行性和影响因素

Ｓｏｐｉｒａｌａ等
［３０］ ２０１４ 美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Ｗａｒｄ［３１］ ２０１６ 英国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角色定位、能力要求及实施中的阻碍

蔡琳等［３２］ ２０１７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重症医学科ＩＣＬＮ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万书［３３］ ２０１７ 中国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应用及评价

邓俊等［３４］ ２０１７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应用及其对感染指标的影响

吴安华等［３５］ ２０１７ 中国 指南 医院感染管理专业人员培训指南

Ｐｅｔｅｒ等［３６］ ２０１８ 德国 描述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特征、责任和培训课程设置

李曲温等［３７］ ２０１８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培养模式的构建

陈秀凤等［３８］ ２０１９ 中国 描述性研究 国外ＩＣＬＮ的选拔、培养、管理和启示

李占结等［８］ ２０２０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现状调查及培训前后的效果评价

Ｄｅｋｋｅｒ［３９］ ２０２０ 荷兰 描述性研究 组织、发展以及环境因素在ＩＣＬＮ执行中的作用

李雄英等［４０］ ２０２１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对医院感染管理质量的影响

陈亚男等［４１］ ２０２１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实施和效果评价

Ｄｅｋｋｅｒ［４２］ ２０２２ 荷兰 分析性研究 改善ＩＣＬＮ实施的策略

庞舒娴等［４３］ ２０２２ 中国 类试验性研究 ＩＣＬＮ的网格化管理和效果评价

２．３　ＩＣＬＮ角色的职责　对纳入文献进行整合梳 理，归纳出ＩＣＬＮ角色的职责。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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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ＩＣＬＮ的职责

犜犪犫犾犲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ＣＬＮｓ

类别 具体内容

准入标准 取得护士执业证书［２７，３２３３］

本科及以上学历［３１，３６］

护师及以上职称［８，２３，２５，３２，３６］

５年以上的工作经验［７，２０，２３，３２，３６］

具有医院感染相关知识培训经历［２３２４］

熟悉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内容及流程［３１３２，３７］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沟通协调

能力［８，１３１４，２１，２４２５，２７，３２，３４，３８，４０］

热爱医院感染防控工作［７，１２，２７，３３，３７，３９，４２］

选拔方式 护士自愿报名［１１，２４，３６，３９］

医院公开竞聘［３０，３９］

科室或ＩＣＴ自主选拔［３８３９，４１］

工作职责 医院感染管理质控指标的监测及

上报［９，１１，１７１８，２４２５，２７２８，３２，３４，３８，４０］

监督科室人员落实感染控制规章制度，对医院感染

问题进行反馈并整改［９，１１，１７，１９，２３２８，３２３４，３８，４０４１，４３］

制定并实施医院感染知识培训计划，对科室人员进行

感染控制知识宣教［９，１８１９，２４２５，２７２８，３２，３４，３７，４０４１］

科室环境学监测及医疗废物的处理管理［９，２４２５，３４，３８，４３］

发现医院感染病例，采取预防控制及隔离措施，按流程

上报，防止医院感染暴发［９，１３，１４，１８１９，２３，３４，３８］

２．４　ＩＣＬＮ的影响因素

２．４．１　培训　培训是促进ＩＣＬＮ工作持续开展的

重要因素，有助于提高其医院感染防控意识，并降低

医院感染发病率［８，２２，３９］。ＩＣＬＮ的核心培训内容包

括：①医院感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指南和

规范［３３３５，３７，４３］；②医院感染管理的基本理论、基础

知识和技能［１１，１６，１９，３３３５，３７］；③重点科室、重点环节、

重点人群的医院感染管理理论及技能［２６，３３，３５，３７］；

④人际沟通与教学能力
［７，１６，１９，３７３８］；⑤职业安全和

防护［３２，３３，３７］。培训方式主要是岗前培训和岗位培

训，岗前培训以医院感染基础理论和基础技能为

主，多采用集中讲授和实际操作的方式［３３，３５，３８］；岗

位培训以医院感染管理重点理论及技能［３５］、医院

感染管理的新进展［２９，３７］等内容为主，主要采用集

中讲授［２６，３７３８］、会议［１３，１６１７，２０，２３，３０，３６，３８］、继续教育培

训班［７，１７，１９，２８，３５］、网络教育［１９，３５］、实地参观［２８，３０，３６］、情

景演示［２８，３２］等方式。

部分国家和地区针对ＩＣＬＮ设立了培训指南或

专科培训班。苏格兰政府通过制定感染预防和控制

教育途径，提供免费的医院感染防控教育培训，以此

促进ＩＣＬＮ工作的开展
［４４］；吴安华等［３５］制定《医院

感染管理专业人员培训指南》，对医院感染专业人员

的培训目的、要求、阶段和方法进行规定，对医院实

施医院感染专业人员的培训具有指导意义。我国部

分省份或医院还开展了医院感染专科护士培训班，

如浙江省护理学会医院感染监测护士培训班［２６］、全

国医院感染监测管理培训基地（挂靠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等，对ＩＣＬＮ进行规范培训并颁发证书。

２．４．２　赋权　ＩＣＬＮ作为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的监

督者、教育者和执行者，需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才

能使其他医护人员配合其完成相关工作。因此，适

当的赋权对ＩＣＬＮ工作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３４］在ＩＣＬＮ的管理中，将ＩＣＬＮ作为

科室的后备护士长进行培养，将感染管理工作作为

其主要工作内容，确保ＩＣＬＮ在履行职责时更具权

威性和执行力。中信惠州医院［４０］在科室内设置医

院感染监控护士长对ＩＣＬＮ的工作进行管理和督

导，为ＩＣＬＮ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美国旧金

山医疗中心［１１］通过设立ＩＣＬＮ主管协调工作，并在

医院相关部门间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帮助ＩＣＬＮ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此外，医院高层领导和ＩＣＴ的支持是ＩＣＬＮ工

作成功的关键条件。加拿大圣保罗医院［７］通过给

ＩＣＬＮ佩戴徽章、发布公告、设立感染控制宣传日等

方式，宣传ＩＣＬＮ的重要性，提高ＩＣＬＮ在医院内的

知名度，鼓励其开展医院感染防控工作。Ｃｏｏｐｅｒ
［２１］

在研究中发现，对ＩＣＬＮ赋权不仅提升了ＩＣＬＮ在

医务人员中的影响力，而且激发了ＩＣＬＮ工作积极

性，促使ＩＣＬＮ领导和改进感染控制实践。

２．４．３　绩效考核　ＩＣＬＮ多以临床护士兼职为

主，这意味着ＩＣＬＮ在工作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因此，需要采取绩效考核措施调动ＩＣＬＮ的积

极性［３２］。绩效考核方式包括个人考核和科室考

核［１７，２３，３２，４１，４３］。

在个人层面，主要以ＩＣＬＮ的岗位津贴和奖金

倾斜等方式体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４３］每年评

选业绩突出的ＩＣＬＮ作为模范，给予经济奖励，在各

类奖金分配中也会给予ＩＣＬＮ倾斜，提高其经济待

遇。连云港市第一医院［４１］根据每月感染控制考核

得分情况对ＩＣＬＮ发放最高２００元／月的管理津贴。

对年终评选优秀的ＩＣＬＮ给予表彰，累计３次被评

选为优秀ＩＣＬＮ，在职称聘任时给予优先考虑。

在科室层面，医院主要根据科室每月感染控制

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考核。南京大学附属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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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１７］每月对科室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的完成情况

进行奖惩，督促科室按时完成工作。黑龙江省第二

医院［２４］通过每月对科室感染控制工作进行检查，汇

总全年数据进行考核总评，对感染控制工作管理较

好的科室，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于管理不好的科室，

除考核扣分外，也会给予通报和处罚。游荔君等［２６］

在研究中发现，将ＩＣＬＮ的查房结果与科室和个人

绩效挂钩后，感染控制措施整改率提升了１６．２％，

有效促进了科室感染控制问题的解决。

２．４．４　持续改进措施　ＩＣＬＮ的持续改进措施主

要通过定期查房、品管圈活动、开展科研等方式进

行［１３，２１，２６，３０，３２３６］。５项研究
［１３，２６，３０，３２３４］认为，ＩＣＬＮ每

周自查和每月与感染控制专职人员的督查，可以

帮助科室及时发现和解决感染控制问题。有２项

研究［２９，３２］报道了品管圈在ＩＣＬＮ 工作中的应用。

ＩＣＬＮ通过组织开展品管圈活动，从各环节落实感染

防控措施，从而提高感染控制工作效率。１项研究
［３４］

报道了ＩＣＬＮ在医院感染防控工作中开展基线调查

和循证研究，对感染管理工作进行持续改进，但未对

改进效果进行评价。

２．４．５　人员配置　在国内、外研究
［３０，３８］中，普通科

室通常设置１名ＩＣＬＮ，ＩＣＵ、新生儿科等医院感染

发病率较高的科室，可能设置２名ＩＣＬＮ。但是，

在临床工作中ＩＣＬＮ面临着人员少、工作量大的问

题，一旦发生人员流动，将影响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的

开展［７，１９，２１，３６］。因此，部分研究者指出，应在科室设

立１名以上的ＩＣＬＮ，以应对人员的流动，并覆盖不同

的班次，补充后备力量［３６］。有６项研究
［７，９，１７，２３，４１，４３］

在科室内设置１名以上ＩＣＬＮ，共同完成科室的医

院感染防控工作。其中，４项研究
［９，１７，２３，４１］在科室内

设立ＩＣＬＮ和兼职感染控制医生，组成科室感染监

控小组，通过合理的分工完成感染控制相关工作。２

项研究［７，４３］在科室内设置２名ＩＣＬＮ开展感染控制

工作，其中１名ＩＣＬＮ为组长，另外１人为副组长，

避免因人员流动或休假等原因造成岗位空缺，提高

ＩＣＬＮ的团队意识和工作效率。

３　犐犆犔犖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效果

ＩＣＬＮ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效果的评价指标主

要集中在医院感染发病率、手卫生依从性和环境卫

生监测合格率。１０项研究
［８，１８，２４２５，３０，３２，３４，４０４１，４３］评估

了引入ＩＣＬＮ项目对医院感染发病率引起的改变，

研究方式主要为前后对照研究。在设立ＩＣＬＮ进行

干预后，医院感染发病率均较设立ＩＣＬＮ 前降低。

其中４项研究
［８，３２，３４，４１］比较了ＩＣＬＮ干预前后的中

央导管相关血流感染（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ｂｌｏｏｄ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ＡＢＳＩ）、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Ｕ

ＴＩ）和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

ｍｏｎｉａ，ＶＡＰ）发病率，２项研究
［８，３２］发现ＩＣＬＮ可降

低ＶＡＰ发病率，１项研究
［４１］发现ＩＣＬＮ 可降低

ＣＬＡＢＳＩ发病率。此外，３项研究
［３０，３２，４１］对多重耐

药菌检出率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设置ＩＣＬＮ后，多

重耐药菌检出率较设置ＩＣＬＮ前下降。

９项研究
［２２，２４，２９３０，３２，３４，４０４１，４３］研究了设立ＩＣＬＮ

前后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的变化。为避免试验中

的霍桑效应，ＩＣＬＮ在监督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

时，均未告知被监督者，部分研究还将手消毒剂的消

耗量作为参考指标；研究结果均显示，设立ＩＣＬＮ进

行干预后，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说明ＩＣＬＮ对手卫生依从率的提高具有较好

的效果。

２项研究
［４０，４３］比较了设立ＩＣＬＮ进行干预前后

的环境卫生监测结果。李雄英等［４０］发现，通过

ＩＣＬＮ定期对病区环境进行消毒和监测，病区卫生

管理质量评分和无菌物品摆放评分较设立ＩＣＬＮ前

有明显提升。庞舒娴等［４３］通过对ＩＣＬＮ实施网格

化的管理，规范病区清洁消毒工作，并定期进行环境

卫生学监测，结果显示环境卫生学监测率较实施

ＩＣＬＮ网格化管理前有明显提升。

４　讨论

４．１　重视ＩＣＬＮ的岗位设置与管理　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美国设立ＩＣＬＮ以来，ＩＣＬＮ在全球范围内

得到推广，在感染防控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３６，３９］。

然而，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对ＩＣＬＮ的岗位设置进

行了明确的规定，导致ＩＣＬ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重

重困难［４５］。在岗位管理上，ＩＣＬＮ既是护士又兼职

医院感染防控人员，不但要服从护士长的管理，同时

也要接受ＩＣＴ的管理，双重身份导致在工作中存在

诸多冲突与矛盾，影响其工作开展。在岗位设置上，

由于缺乏明确的岗位职责，导致其他医务人员在感

染控制工作中过度依赖ＩＣＬＮ，将所有的感染控制

问题都归咎于ＩＣＬＮ
［１６］；同时，在监督高年资医务人

员落实感染控制措施的过程中，ＩＣＬＮ的权威性缺

乏保障，这些因素都影响ＩＣＬＮ工作的积极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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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立符合国家或地区医院感染防控要求的

ＩＣＬＮ岗位，明确规定ＩＣＬＮ的工作内容和要求，才

能进一步推进ＩＣＬＮ工作的开展，更好的将医院感

染防控的各项措施和指南要求落实到位。

４．２　规范ＩＣＬＮ的培训模式　医院感染防控工作

需要从业人员具备扎实的医院感染知识。ＩＣＬＮ作

为护士，在进行学历教育时学习的医院感染知识十

分有限，必须通过系统的岗位培训才能胜任感染控

制工作［２０］。目前，针对ＩＣＬＮ的培训体系尚未建立

统一的标准。部分国家制定了相关培训指南，但在

实际应用过程中缺乏针对性，医院需结合自身情况

进行调整，影响ＩＣＬＮ的培训效果
［３６］。此外，合理

的培训时间安排才能保证ＩＣＬＮ在完成繁重工作的

同时，能够抽出时间参加培训。目前已有研究［４６］通

过建立信息化培训系统的方式，整合ＩＣＬＮ的培训

资源，提供网络教育与学习，但缺乏实证研究的支

持，其可行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建立一套规范

完整的ＩＣＬＮ岗位培训体系，规范ＩＣＬＮ的培训模

式迫在眉睫。

４．３　完善ＩＣＬＮ的职业发展规划　目前ＩＣＬＮ的

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由于缺乏清晰的职业发展规

划，同时ＩＣＬＮ面临着时间不足、人员不足、工作量

大等因素的制约，导致ＩＣＬＮ的工作积极性降低或

离职，影响医院实施ＩＣＬＮ项目
［１９］。个别研究在设立

ＩＣＬＮ时，考虑其职业发展规划，制定了相关的职业发

展路径，但并没有针对其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３４］。

ＩＣＬＮ作为医院感染防控的“哨兵”和上下联系的

“桥梁”，稳定其队伍才能保证医院感染防控体系的

健全和完整。因此，根据ＩＣＬＮ的岗位特点，制定符

合ＩＣＬＮ职业生涯发展的规划，建立规范的管理体

系和晋升机制，对保障ＩＣＬＮ队伍的稳定性，提高其

职业价值感具有重要意义。

４．４　ＩＣＬＮ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现有研究

主要对ＩＣＬＮ的角色职责、应用情况和影响因素进

行了类试验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缺乏高质量研究。

部分研究对ＩＣＬＮ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但研究方

式多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试验，存在一定的选择风险

偏倚，容易受到其他暴露因素的影响，并且缺乏对患

者结局和经济效益的考虑。因此，需要更多科学的

研究设计验证ＩＣＬＮ的有效性，以不断完善和提高

ＩＣＬＮ在医院感染防控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全球大规模传染病的暴发和医院

感染事件的频发，医院感染管理工作逐渐受到医疗

机构的关注与重视。ＩＣＬＮ作为医院感染管理的基

层人员，对医院感染的防控作用不容小觑。本研究

采用范围综述的方法，对ＩＣＬＮ的应用范围和影响

因素进行了标准化的提取与分析，为综合医院合理

设置和应用ＩＣＬＮ 提供参考依据。但在现有研究

中，存在样本量小、研究设计不合理等方法学问题，

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推广性。需要对ＩＣＬＮ的影响

因素和有效性进行深入科学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推

动ＩＣＬＮ的发展，提升医院感染管理的质量与水平。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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