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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剖胸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直接经济损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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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调查剖胸手术患者出院病历%对手

术部位感染#病例组$与同期住院未感染的手术患者#对照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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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法进行剖胸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直接经济

损失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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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的住院费用中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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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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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者显著高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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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为
%&,'"@

%延长
%+@

%两组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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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部位感染大大增加了医疗费用支出%延长了住院日'我们应增加医院感染预防控制的投入以

减少医院感染发生率及其所致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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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术后死亡&住院时间延长和费用

增加的重要原因'最近的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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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损失%对卫生资源

的优化配置有指导意义'

5

!

材料与方法

%,%

!

病例与对照的选择
!

病例为某院
!""(

,

!""#

年心胸外科剖胸手术患者%对照为同期住院未感染

的手术患者'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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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合适的配对病例而被舍弃'配对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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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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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表浅切口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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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深部及器官腔隙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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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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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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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感染部位的经济损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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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剖胸手术是外科手术中创伤较大的手术%特点

是吻合口多&手术历时长&难度大&要求高'剖胸切

口一般较长%一旦感染%受累范围广%加以胸壁皮下

组织少%血运欠丰富%极易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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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患者的痛

苦%影响生活质量'从经济学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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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患者造

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此部分损失包括直接经

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本次研究采用的是回顾性

流行病学配对调查方法%没有采用前瞻性的调查方

法%因此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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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经济损失只是直接经济损

失%未包含患者出院后的护理&治疗&误工费等间接

经济损失'

在研究患者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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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住院时间延长和增加

的医药费用时%由于少数患者自身抵抗力差及其感

染对治疗措施产生抵抗力%导致资料呈偏态分布%因

此本次调查结果以中位数表达'结果显示%病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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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院费用中位数为
!'&%%,*"

元%对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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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病例组每例多支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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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低于崔少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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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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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病例组与对照

组的费用之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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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石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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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住院日中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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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及器官腔隙感染者比表浅切口感染者增加费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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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送检标本次数及采取相应消毒隔离措施等%因此

感染程度越重%所产生的额外医疗费用越多'从费

用项目可以看出%此部分损失主要是西药费用的增

加#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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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抗菌药物的不恰当使用%特

别是选择的品种&给药时机&剂量和疗程等不合乎规

范时%不仅增加医疗支出%更有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加

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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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术后感染的患者要加强抗菌药

物管理%提高病原学送检率%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社会各界对医院感染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已

经有部分医院感染患者拒绝支付由于医院感染而增

加的医疗费用%但目前用于感染控制的经费仅占医

院感染经济学损失总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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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医

院管理者应转变观念%逐步营造医院感染*零宽容+

的理念和环境%提倡采用预防
<<G

的一揽子预防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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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及医院感染所致的额外

费用支出%使医院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医院感染

预防控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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