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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

目的
!

了解某院医院感染现状%为制定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

采取床旁调查和查阅住院病历相结

合的方法%对
!""#

年
%"

月
!)

日住院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结果
!

共调查住院患者
&!&

人%当日医院感

染现患率为
!-"(I

%例次现患率为
!-!"I

(医院感染部位主要以呼吸道为主%其中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构成比均

为
%#-&)I

(当日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I

%感染患者病原学送检率为
)#-#&I

%感染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前病原学

送检率为
*)-+#I

&与医院感染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有*深静脉置管'使用呼吸机'基础疾病'手术类别等&

结论
!

通过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可了解实际处于医院感染状态患者的资料%为制定有效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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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又称现况调查或横断面调

查%指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收集实际处于医院感染状

态的病例资料%从而描述医院感染及其影响因素关

系的调查!

%

"

&为从横断面上了解医院感染现状%更

好地预防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本院于
!""#

年
%"

月
!)

日进行了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3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

年
%"

月
!)

日
"

0

!+

时期间

所有住院患者%包括当日出院患者%不包括当日入院

患者&

%-!

!

调查方法与人员配置
!

调查人员由医院感染

专职人员和各科室医院感染监控医生及护士组成%

按照每
)"

张床位配备
%

名调查人员%

*

人一组%每

组调查
+

个病区&调查前%感染控制科专职人员对

参加调查的医护人员统一进行培训&采用床旁调查

与查阅住院病历相结合的方法%填写统一的个案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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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及感染患者床旁调查表&

%-*

!

诊断标准
!

按卫生部
!""%

年颁布的.医院感

染诊断标准#试行$/对医院感染患者进行诊断&

%-+

!

统计方法
!

由医院感染专职人员负责资料的

整理'统计%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

&

4

!

结果

!-%

!

一般情况
!

本次调查应查
&*(

人%实查
&!&

人%实查率
'#-&#I

&其中%男性
+))

人%女性
!&!

人(平均年龄#

+)-#',*-*)

$岁&发生医院感染
%)

例%

%(

例次%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I

%例次现患率

为
!-!"I

&各科室医院感染现患情况见表
%

&

表
%

!

各科室医院感染现患率与例次现患率

F*)+,3

!

G(:(.(#%$&%*E5.;%(*

>

958$&5*.59$;5:$*J.$:5

>

958$&5*.59$;5:(E5$.,J5

>

$9;#5*;

科室 应查人数 实查人数 医院感染人数 现患率#

I

$ 医院感染例次 例次现患率#

I

$

骨科
#% #" % %-!) % %-!)

普通外科
*+ *+ ! )-## ! )-##

神经外科
#) #* * *-(% * *-(%

心胸外科
%) %) " "-"" " "-""

泌尿外科
!* !! % +-)) ! '-"'

妇产科
*) *) " "-"" " "-""

耳鼻咽喉科
!* !% " "-"" " "-""

眼科
%( %( " "-"" " "-""

儿科
%% %% " "-"" " "-""

心内科
)+ )+ " "-"" " "-""

消化科
!% %' ! %"-)* ! %"-)*

呼吸科
*% *" " "-"" " "-""

血液科
!' !' % *-+) % *-+)

内分泌
!% !% ! '-)! ! '-)!

中医科
)* )* " "-"" " "-""

神经内科
)+ )+ % %-#) % %-#)

肾内科
!) !) " "-"" " "-""

精神科
#& #& " "-"" " "-""

急诊科
%# %# " "-"" " "-""

综合
0A7 !" !" ! %"-"" ! %"-""

合计
&*( &!& %) !-"( %( !-!"

!-!

!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

医院感染部位主要以呼

吸道为主%其中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构成比均为

%#-&)I

(其次为泌尿道'胃肠道'手术切口'胸)腹腔

感染%构成比均为
%!-)"I

&

!-*

!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
!

检出病原菌
%*

株%以

革兰阴性#

M

$

$杆菌为主%占病原菌构成比的

('-!*I

%其中以大肠埃希菌居多%构成比为

*"-&&I

(其次为铜绿假单胞菌
!

株%肺炎克雷伯菌

!

株%构成比均为
%)-*#I

&

!-+

!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

对各种相关因素进

行统计学分析%其中深静脉置管'使用呼吸机'基础

疾病'手术类别'气管切开等因素与医院感染密切相

关%见表
!

&

表
!

!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F*)+,4

!

1*$&

)

:%:(*9%:6E$.;(9:(E*(:(.(#%$&%*E5.;%(*

相关因素
实查

人数

感染

人数

现患率

#

I

$

&

!

,

性别 男
+)) ' %-'#

女
!&! ( !-!% "-"++ "-&')

年龄#岁$

"

(" %!* ( +-##

"

"

(" ("+ ' %-+' )-#") "-"!#

泌尿道插管 有
!'! + %-*&

无
+*) %% !-)* %-%(% "-+!(

深静脉置管 有
( * )"-""

无
&!% %! %-(( (#-&'' "-""!

使用呼吸机 有
+ ! )"-""

无
&!* %* %-#" +)-&*' "-"""

使用糖皮质激素 有
+) * (-(&

无
(#! %! %-&( )-"*% "-"("

气管切开 有
!+ ( !)-""

无
&"* ' %-!# (+-(%# "-"""

基础疾病 有
%+! ' (-*+

无
)#) ( %-"* %)-')# "-""%

手术类别 无$

)"+ %* !-)#

$

%)* " "-""

'

(* " "-""

*

N

& ! !#-)& %(-*&"

"-"%(

'

!!'

为
$

与
N

比较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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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菌药物使用与病原学送检情况
!

调查的

&!&

人中%使用抗菌药物者
%')

人%调查当日抗菌药

物使用率为
!(-#!I

(其中单一用药占
#"-)%I

%二

联用药占
%&-')I

%三联用药占
%-)+I

(预防性用药

占
)"-!(I

%治疗用药占
*'-+'I

%预防加治疗用药

占
%"-!(I

(调查当日感染患者共
%!+

人%病原学送

检
&*

人%病原学送检率为
)#-#&I

%感染患者使用

抗菌药物前病原学送检率为
*)-+#I

&各科室抗菌

药物使用与病原学送检情况见表
*

&

表
*

!

各科室抗菌药物使用与病原学送检情况

F*)+,5

!

1

>>

&%.$;%(*(E$*;%#%.9(N%$&$

+

5*;:$*J

>

$;,(

+

5*%.J5;5.;%(*(E

>

$;%5*;:%*5$.,J5

>

$9;#5*;

科室
实查

人数

抗菌药物使用

人数
I

病原学送检

感染人数 送检#

7

%

I

$ 感染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前病原学送检#

7

%

I

$

骨科
#" *! +"-"" % %

#

%""-""

$

"

#

"-""

$

普通外科
*+ %) ++-%! & *

#

+!-#(

$

"

#

"-""

$

神经外科
#* %! %+-+( %+ '

#

(+-!'

$

%

#

&-%+

$

心胸外科
%) ' ("-"" % "

#

"-""

$

"

#

"-""

$

泌尿外科
!! %& &&-!& ! !

#

%""-""

$

%

#

)"-""

$

妇产科
*) !) &%-+* !% !%

#

%""-""

$

!"

#

')-!+

$

耳鼻咽喉科
!% %) &%-+* ) *

#

("-""

$

!

#

+"-""

$

眼科
%( * %#-&) & +

#

)&-%+

$

%

#

%+-!'

$

儿科
%% & (*-(+ & "

#

"-""

$

"

#

"-""

$

心内科
)+ # %+-#% ) "

#

"-""

$

"

#

"-""

$

消化科
%' # +!-%% & (

#

#)-&%

$

*

#

+!-#(

$

呼吸科
*" # !(-(& %" &

#

&"-""

$

)

#

)"-""

$

血液科
!' + %*-&' & *

#

+!-#(

$

!

#

!#-)&

$

内分泌
!% % +-&( & %

#

%+-!'

$

"

#

"-""

$

中医科
)* " "-"" * !

#

((-(&

$

"

#

"-""

$

神经内科
)+ ) '-!( + %

#

!)-""

$

%

#

!)-""

$

肾内科
!) ' *(-"" ( %

#

%(-(&

$

"

#

"-""

$

精神科
#& + +-(" ) )

#

%""-""

$

)

#

%""-""

$

急诊科
%# ) !&-&# " "

#

"-""

$

"

#

"-""

$

综合
0A7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5

!

讨论

本次调查的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I

%例次现

患率为
!-!"I

%不仅低于吴安华等报道的国内
(""

"

#''

张床位
)-%&I

的医院感染现患率!

!

"

%也明显

低于本院
!""&

年调查的医院感染发病率#

)I

$%除

我院为部队医院外%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

$院领导

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宏观监控力度和医院

感染专职人员队伍建设&#

!

$在连续
!

年全面综合

监测的基础上%

!""(

0

!""#

年我们先后对全院危重

患者'

0A7

重症患者'手术切口及
$

类手术围手术

期预防性用药等开展了目标性监测与控制(专职人

员一方面通过局域网收集患者信息%另一方面深入

医院感染高危科室现场检查与督导%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并限期整改&#

*

$根据医院感染

流行病学现状及病原菌分布特点%针对医院感染易

感因素%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措施%并细化列

表%由专职人员每天下科室在床旁实施主动监测与

前瞻性干预%从而降低了医院感染发生率&

检出的病原菌以条件致病菌为主%与基础疾病

降低了患者的机体抵抗力以及医院为病原菌聚集的

特殊环境有关!

*

"

&

!""&

年医院分离的居前
)

位的

致病菌中%铜绿假单胞菌居第
+

位%而在本次调查

中%铜绿假单胞菌构成比为
%)-*#I

%居第
!

位%呈

上升趋势&有关耐药菌引起的严重感染已成为
!%

世纪全球关注的健康问题!

+

"

&本调查资料中%

M

$杆

菌占
('-!*I

%明显低于
!""(

年
#*-*I

的比率%表

明革兰阳性#

M

.

$球菌有上升趋势(也说明了具有强

大抗
M

$杆菌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以及临床

各种侵入性操作的不断增加%使得各种条件致病菌

尤其是
M

.球菌的感染机会增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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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结果表明%深静脉置管'使用呼吸机'气

管切开'手术类别'基础疾病等与医院感染的发生密

切相关&深静脉置管和手术使皮肤黏膜的完整性遭

到破坏%天然屏障作用减弱甚至消失%从而容易导致

细菌感染(使用呼吸机及气管切开使得下呼吸道与

外界相通%干扰了正常防御机制%增加了感染概率(

患有各种基础疾病的患者因自身免疫功能低下%容

易引发各种感染&

*

类手术切口感染率为
!#-)&I

%

与王江桥等报道!

(

"相似&感染主要发生在普通外

科%其原因是普通外科手术部位多在肠道%污染机会

大(有的手术复杂且时间较长%如果患者自身营养不

良%免疫相容性差%不仅影响切口愈合%而且容易发

生切口感染&

本调查中抗菌药物日使用率为
!(-#!I

%明显

低于综合性医院
)'-+(I

的报道!

&

"

&抗菌药物预防

性使用多集中在外科系统%主要原因为外科疾病多

需手术治疗%围手术期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的概率

增加%故应用比例高&不同科室中%以泌尿外科抗菌

药物使用率最高%其次为妇产科'耳鼻咽喉科'儿科'

心胸外科%抗菌药物使用率均
"

)"I

%且联合用药比

例也较高%与科室收治病种不同有一定关系&各科

室应根据专科疾病特点%加强对临床医生合理应用

抗菌药物的监督与管理(药剂师应深入临床%协助医

生制定用药方案&

本调查感染患者病原学送检率为
)#-#&I

%高

于
!""&

年
))-%I

的病原学送检率&主要是采取了

如下措施*#

%

$在加强实验室硬件建设的基础上%医

院加大了对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其病原学送检的质控

力度%提高了细菌阳性率和送检率&#

!

$举办形式多

样的专题讲座%进一步强化医务人员病原学送检和

药敏试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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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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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部处理流程%健全登记报告制度(同时根据损伤器具

污染病原体种类及时进行相关血液检测%再根据检

测结果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以阻断血源性疾病的

传播(因职业损伤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院方承担&

本院极少有漏报现象%

+

年来随访未发现因职业损

伤感染血源性疾病者&

有资料显示%采用具有安全保护性针具及无针

连接系统%可使针刺率下降
+*I

和
&(I

!

+

"

&使用安

全保护器具%实施标准预防%能有效减少职业损伤%

避免发生医务人员的医源性感染&如由徒手传递手

术锐利器械改为使用弯盘传递(对高危病例如

=AF

'人免疫缺陷病毒#

=0F

$'

=?F

阳性携带者实

施手术或病原体检验结果未回的急诊手术%术者应

戴双层手套'防水围裙'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对手术

部位较深%视野不好%涉及动静脉吻合的骨科常规手

术%要求术者戴防护面罩&这些措施的实施使我院

职业损伤发生率逐年下降%手术器械损伤发生率下

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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