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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替代 ＷＳ／Ｔ３１２—２００９《医院感染监测规范》，与

ＷＳ／Ｔ３１２—２００９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内容（见第２章，２００９年版

的第２章）；

———增加了“医院感染”“医院感染发病（例次）率”“医院

感染现患（例次）率”“医院感染病例漏报率”“多重耐药菌感

染发现率”“多重耐药菌检出率”“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

病率”“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发病

率”“Ⅰ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住院患者抗菌药

物使用率”“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的定义（见３．１、

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６）；

———修改了“目标性监测”的定义（见３．４，２００９年版的

３．４）；

———删去了“抗菌药物”“抗菌药物使用率”“抗菌药物使

用剂量”“规定日剂量频数”的定义（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５、

３．６、３．７、３．８）；

———增加了缩略语（见第４章）；

———修改了医院感染暴发上报要求（见５．２，２００９年版

４．３．１－４．３．３），修改了目标性监测持续时间的要求（见５．５，

２００９年版４．５），修改了专职人员配备比例要求（见５．８．１，

２００９年版４．６．１）；

———增加了对在院时间超过４８小时的急诊患者的监测

建议（见５．７）；

———修改了目标性监测的内容（见６．１．３，２００９年版

５．１．２）；

———增加了漏报率调查的内容（见６．２．２）；

———附录中新增“临床抗菌药物使用监测”“门诊血液透

析感染事件监测”“门诊血液透析患者血源性病原体监测”

“医院工作人员感染性疾病职业暴露监测”内容（见附录Ｆ、

Ｇ、Ｈ、Ｉ）；

———删去了“医院感染暴发报告表”（见２００９年版的附

录Ａ）；

———修改了手术监测范围（见附录Ｂ．２，２００９年版附录

Ｃ．１）；

———修改了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的监测范围（见

附录Ｃ表Ｃ．２，２００９年版附录Ｄ表Ｄ．２）；

———修改多重耐药菌监测的目标菌，使其与国家发布的

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指标保持一致（见附录Ｅ．１，２００９年

版附录Ｆ．１）。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标准

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医政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安华、李春辉、任南、李六亿、刘运

喜、李卫光、陆群、付强、黄勋、曾翠。

本标准于２００９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１次修订。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院感染监测的管理与要求、监测方法及

医院感染监测质量的控制。本标准适用于医院，其他医疗机

构如妇幼保健院、血液净化中心、专科疾病防治院、急救中

心、护理院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

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对

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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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１５９８２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ＷＳ／Ｔ３１３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ＷＳ／Ｔ５２４医院感染暴发控制指南

ＷＳ６７０医疗机构感染监测基本数据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医院感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住院患者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的

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入院前已

开始或入院时已处于潜伏期的感染。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

内获得的感染也属医院感染。

３．２　医院感染监测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长期、系统、连续地收集和分析医院感染在一定人群中的

发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并将监测结果报送和反馈给有关部

门和科室，为医院感染的预防、控制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３．３　全院综合性监测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ｉｄ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连续不断地对所有临床科室的全部住院患者和医院工

作人员进行医院感染及其有关风险因素的监测。

３．４　目标性监测ｔａｒｇｅｔ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针对高风险人群、高发感染部位、高感染风险部门等开

展的医院感染及其风险因素的监测。

示例：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监测、新生儿病房医院感

染监测、手术部位感染监测、细菌耐药性监测与临床抗菌药

物使用监测、血液透析相关感染监测。

３．５　医院感染日发病率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ａｔｅ

单位住院时间内住院患者新发医院感染的频率。

注１：表示累计暴露时间内的发病密度。

注２：单位住院时间通常用１０００个患者住院日表示。

３．６　医院感染发病（例次）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在指定时间段内住院患者中新发医院感染（例次）的比例。

３．７　医院感染现患（例次）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指定时间段或时间点住院患者中，医院感染患者（例次）

数占同期住院患者总数的比例。

３．８　医院感染病例漏报率ｕｎｄ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发生医院感染未报告的病例数占同期实际发生医院感

染病例数的比例。

３．９　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发生率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ＭＤＲＯ）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住院患者数（例次数）占同期住院

患者总数的比例。

注：重点监测多重耐药菌包括耐碳青霉烯肠杆菌

（ＣＲＥ）、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耐万古霉素

肠球菌（ＶＲＥ）、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ＣＲＡＢ）、耐碳青

霉烯铜绿假单胞菌（ＣＲＰＡ）等。

３．１０　多重耐药菌检出率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ｒ

ｇａｎｉｓｍｉｓｏｌａｔｅｒａｔｅ

多重耐药菌检出菌株数占同期该病原体检出菌株总数

的比例。

３．１１　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使用血管导管住院患者单位导管日血管内导管相关血

流感染的发病频率。

注：单位导管日通常用１０００导管日表示。

３．１２　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ｅｎｔｉｌａ

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使用有创呼吸机住院患者单位机械通气日呼吸机相关

肺炎的发病频率。

注：单位机械通气日通常用１０００机械通气日表示。

３．１３　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发病率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使用导尿管住院患者单位导尿管日导尿管相关尿路感

染的发病频率。

注：单位导尿管日通常用１０００导尿管日表示。

３．１４　Ⅰ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ｕ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ｉｎｃｌａｓｓⅠｉｎｃｉ

ｓｉｏｎｓｕｒｇｅｒｙ

Ⅰ类切口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数占同期Ⅰ类

切口手术患者总数的比例。

３．１５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住院患者中使用抗菌药物（全身给药）患者数占同期住

院患者总数的比例。

３．１６　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ｒａｔｅｏｆｓｐｅｃｉ

ｍｅｎ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ｏｒｔｏａｎ

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

以治疗为目的使用抗菌药物的住院患者中，使用抗菌药

物前病原学检验标本送检患者数占同期使用抗菌药物治疗

患者总数的比例。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ＡＳＡ：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身体状况分级系统（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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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

ＢＷ：出生体重（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

ＣＶＣ：中心静脉导管（ＣｅｎｔｒａｌＶｅｎｏｕ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ＣＲＡＢ：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

ｔａｎｔ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

ＣＲＥ：耐碳青霉烯肠杆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Ｅｎｔｅ

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ＣＲＥＣ：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

ＣＲＫＰ：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

ｔａｎｔ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ＣＲＰＡ：耐碳青霉烯铜绿假单胞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Ｄｅｏｘｙ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

ＨＢＶ：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

ＨＣＶ：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

ＨＩ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

ｒｕｓ）

ＨＢｃＡｂ：乙肝核心抗体（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Ｃｏｒ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ＨＢｅＡｂ：乙肝ｅ抗体（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ＨＢｅＡｇ：乙肝ｅ抗原（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ｅＡｎｔｉｇｅｎ）

ＨＢｓＡｂ：乙肝表面抗体（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ＨＢｓＡｇ：乙肝表面抗原（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ｔｉｇｅｎ）

ＨＣＶＡｂ：丙肝抗体（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ＩＣＵ：重症监护病房（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

ＭＲＳＡ：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

ＰＩＣＣ：经外周植入的中心静脉导管（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ｓｅｒ

ｔ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ＲＮＡ：核糖核酸（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

ＲＰＲ：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实验（ＲａｐｉｄＰｌａｓｍａＲｅａ

ｇｉｎＴｅｓｔ）

ＴＰＨＡ：梅毒螺旋体血凝试验 （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Ｈａｅｍ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ａｙ）

ＴＰＰＡ：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ｓａｙ）

ＴＲＵＳＴ：梅毒甲苯胺红试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Ｒｅｄ

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

ＵＳＲ：不加热血清反应素实验（Ｕｎ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Ｒｅａｇｉｎ）

ＶＲＥ：耐万古霉素肠球菌（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Ｅｎ

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５　监测的管理与要求

５．１　医院应建立有效的医院感染监测与报告制度，及时诊

断医院感染病例，定期分析发生医院感染的风险因素，采取

针对性的预防与控制措施。应将医院感染监测的质量控制

纳入医疗质量管理考核体系。

５．２　医院应培养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

识别医院感染暴发的意识与能力。对医院感染暴发、疑似暴

发、聚集应按 ＷＳ／Ｔ５２４执行。

５．３　医院发生的医院感染和医院感染暴发属于法定传染

病的，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进行报告。

５．４　医院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切实可行的医院感染

监测计划，如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等。监测计划内容主要包

括人员、方法、对象、时间、总结分析与反馈等。

５．５　医院应按以下要求开展医院感染监测：

ａ）新建或未开展过医院感染监测的医院，应先开展全院

综合性监测，监测时间应不少于２年。其他医院宜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开展全院综合性监测。

ｂ）已经开展２年以上全院综合性监测的医院应开展目

标性监测，目标性监测持续时间应连续１２个月以上。

ｃ）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应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５．６　医院应使用漏报率指标来评估医院感染发病率监测

的质量。

５．７　在院时间超过４８小时的急诊患者（如急诊抢救室、急

诊监护病房的患者），以及日间手术患者可参照住院患者进

行监测。

５．８　人员要求：医院应按每１５０～２００张实际使用病床，至

少配备１名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专职人员应定期接受监

测与感染管理知识、技能的培训并熟练掌握。

５．９　设施要求：应在医院信息系统建设中，完善医院感染

信息化监测系统以满足监测工作需求。

６　监测

６．１　医院感染监测方法

６．１．１　根据监测范围，分为全院综合性监测和目标性监测。

６．１．２　全院综合性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Ａ。

６．１．３　目标性监测包括以下内容：

ａ）开展目标性监测前宜进行风险评估，根据风险大小确

定监测目标并启动或终止监测。

ｂ）手术部位感染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Ｂ。

ｃ）成人及儿童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医院感染监测，具体

监测方法按照附录Ｃ。

ｄ）新生儿病房医院感染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Ｄ。

ｅ）细菌耐药性监测，包括多重耐药菌感染监测，具体监

测方法按照附录Ｅ。

ｆ）临床抗菌药物使用监测，包括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

率，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Ⅰ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

预防使用率，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Ｆ。

ｇ）门诊血液透析感染事件监测及门诊血液透析患者血

源性病原体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Ｇ及附录 Ｈ。

ｈ）医院工作人员感染性疾病职业暴露监测，具体监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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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按照附录Ｉ。

ｉ）手卫生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 ＷＳ／Ｔ３１３。

ｊ）医院环境卫生学及消毒灭菌效果监测按照ＧＢ１５９８２，

监测标准参照相应规范。

６．２　医院感染调查方法

６．２．１　现患率调查，了解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现患率。具体

调查方法按照附录Ｊ执行。

６．２．２　漏报率调查，了解医院感染发病率监测的执行情况。

　　　　　　　　漏报率＝
指定时间段内实际发生医院感染病例数－同期报告的医院感染病例数

同期实际发生医院感染病例总数 ×１００％ （１）

６．３　监测信息的收集

６．３．１　应主动、前瞻收集资料。

６．３．２　宜使用医院感染信息化监测系统收集资料，应对信

息化监测资料的准确性进行验证。

６．３．３　患者感染资料的收集包括查房、病例讨论、查阅医

疗与护理记录、实验室与影像学报告和其他部门的资料，以

及流行病学调查等。

６．３．４　病原学资料的收集包括临床微生物学、病理学、血

清学和生物信息学等检查结果。

６．３．５　收集和登记患者基本资料、医院感染信息、相关风险

因素、病原菌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和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

６．３．６　使用医院感染信息化监测系统收集的资料至少应

满足 ＷＳ６７０的要求。

６．４　监测信息的总结、分析与反馈

定期对监测资料进行总结分析，整理监测中发现的问

题，向临床科室反馈监测结果和提出改进建议。

附录犃

（规范性）

全院综合性监测

Ａ．１　监测对象

住院患者（监测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时手术部位感染病

例数可包括出院后一定时期内的患者）和医院工作人员。

Ａ．２　监测内容（最小数据量要求）

Ａ．２．１　基本情况。监测月份、住院号、科室、床号、姓名、

性别、年龄、入院日期、出院日期、住院天数、住院费用、疾病

诊断、疾病转归（治愈、好转、未愈、死亡、其他）、切口类型（清

洁切口、清洁－污染切口、污染切口、感染切口）。

Ａ．２．２　医院感染情况。感染日期、感染诊断、感染与原发

疾病的关系（无影响、加重病情、直接死亡、间接死亡）、医院

感染风险因素（动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

气管插管、气管切开、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放射治疗、抗肿

瘤化学治疗、免疫抑制剂）、病原体培养标本名称、送检日期、

病原体名称、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Ａ．３　监测方法

Ａ．３．１　医院宜采用主动、前瞻性监测，医院感染管理专职

人员主动、前瞻、持续地对调查对象的医院感染发生情况进

行跟踪观察与记录。

Ａ．３．２　医院应建立医院感染报告制度，临床科室医师应

及时报告医院感染病例。

Ａ．３．３　医院应制定符合本院实际的、切实可行的医院感

染监测计划并落实。

Ａ．３．４　专职人员应以查阅病历和临床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调查医院感染病例。

Ａ．３．５　医院感染信息的来源，包括以患者为基础和以实

验室检查结果为基础的信息。

Ａ．４　资料分析

Ａ．４．１　医院感染发病（例次）率

　　　　　　　　　医院感染发病（例次）率＝
指定时间段内医院感染新发病例（例次）数

同期住院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Ａ．１）

Ａ．４．２　医院感染日发病（例次）率

　　　　　　　　医院感染日发病（例次）率＝
指定时间段内医院感染新发病例（例次）数

同期住院患者住院总日数 ×１０００‰ （Ａ．２）

Ａ．５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和前期医院感染发病情况，对监测资料进

行总结分析，发现监测中的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

并向临床科室反馈监测结果和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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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规范性）

手术部位感染监测

Ｂ．１　手术部位感染

指因手术操作而导致的发生在手术切口或手术深部器

官或腔隙的感染。

Ｂ．２　监测对象

所有进行监测手术的日间手术、择期手术和急诊手术患者。

Ｂ．３　监测内容

Ｂ．３．１　基本情况。监测月份、住院号、科室、床号、姓名、

性别、年龄、调查日期、疾病诊断、切口类型（清洁切口、清洁

－污染切口、污染切口）。

Ｂ．３．２　手术资料。手术日期、手术名称、风险因素评分标

准（见表Ｂ．１），包括手术持续时间、手术切口清洁度分类、

ＡＳＡ（见表Ｂ．２）、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手术医师、术中

失血量、手术时间、术中保温、术中血糖、是否置入植入物等。

Ｂ．３．３　手术部位感染情况。感染日期、感染部位与诊断、

病原体及其耐药性。

Ｂ．４　监测方法

Ｂ．４．１　医院宜采用主动、前瞻的监测方法；也可采取专职

人员监测与临床医务人员报告相结合的方法；宜住院监测与

出院监测相结合。

Ｂ．４．２　每例监测对象应获取手术部位感染监测登记表。

表犅．１　风险因素评分标准

风险因素 评分标准 分值

手术时间（ｈ） ≤７５百分位数 ０

＞７５百分位数 １

切口清洁度 清洁、清洁—污染 ０

污染 １

ＡＳＡ评分 Ⅰ、Ⅱ ０

Ⅲ、Ⅳ、Ⅴ １

表犅．２　ＡＳＡ评分表

分级 分值 标准

Ⅰ级 １ 健康或除局部病变外，无全身性疾病，如全身情况

良好的腹股沟疝。

Ⅱ级 ２ 有轻度或中度的全身疾病，如轻度糖尿病、贫血；

新生儿或８０岁以上老年人。

Ⅲ级 ３ 有严重的全身性疾病，日常活动受限，但未丧失工

作能力，如重症糖尿病。

Ⅳ级 ４ 有生命风险的严重全身性疾病，已丧失工作能力。

Ⅴ级 ５ 病情危急，属紧急抢救手术，如主动脉瘤破裂等。

Ｂ．５　资料分析 Ｂ．５．１　手术部位感染率

　　　　　　　　　　　手术部位感染率＝
指定时间内某种手术患者的手术部位感染数

指定时间内某种手术患者数 ×１００％ （Ｂ．１）

Ｂ．５．２　不同风险指数手术部位感染率

　　　　　　　　某风险指数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指定手术某风险指数患者的手术部位感染数

指定手术某风险指数患者的手术台数 ×１００％ （Ｂ．２）

Ｂ．５．３　不同切口类别手术部位感染率

　　　　　　　　　　　某类切口手术部位感染率＝
某类切口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病例数

同期接受某类切口手术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Ｂ．３）

Ｂ．５．４　外科医师感染发病专率 Ｂ．５．４．１　外科医师感染发病专率

　　　　　　　　　　某外科医师感染发病专率＝
该医师在某时期的手术部位感染病例数

该医师在某时期进行的手术病例数 ×１００％ （Ｂ．４）

Ｂ．５．４．２　不同风险指数的外科医师感染发病专率

　　　　　　　　某医师某风险指数感染发病专率＝
该医师某风险指数患者的手术部位感染例数

该医师某风险指数等级患者手术例数 ×１００％ （Ｂ．５）

Ｂ．５．４．３　平均风险指数

平均风险指数＝
Σ（风险指数等级×手术例数）

手术例数总和
（Ｂ．６）

Ｂ．５．４．４　医师调整感染发病专率

某医师调整感染发病专率＝
该医师的感染专率

该医师的平均风险指数等级

（Ｂ．７）

Ｂ．６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和前期感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发现监测

中的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并向临床科室反馈监

测结果和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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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犆

（规范性）

成人及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犐犆犝）医院感染监测

Ｃ．１　ＩＣＵ感染

指患者在ＩＣＵ发生的感染，即患者住进ＩＣＵ时，该感染

不存在也不处于潜伏期；患者转出ＩＣＵ到其他病房后，４８小

时内发生的感染仍属ＩＣＵ感染。

Ｃ．２　监测对象

ＩＣＵ患者。

Ｃ．３　监测内容

Ｃ．３．１　基本情况。监测月份、住院号、科室、床号、姓名、性

别、年龄、疾病诊断、疾病转归（治愈、好转、未愈、死亡、其他）。

Ｃ．３．２　医院感染情况。感染日期、感染诊断、感染与侵入

性操作（如中心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相

关性、手术情况、病原体培养标本名称、送检日期、检出病原

体名称、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Ｃ．３．３　ＩＣＵ患者日志。每日记录新住进患者数、住院患

者数、中心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及使用有创呼吸机人数、记

录临床病情分类等级及分值（表Ｃ．１）。

表犆．１　临床病情分类标准及分值

分类级别 分值 分类标准

Ａ １ 需要常规观察，不需加强护理和治疗（包括手术

后只需观察的患者）。这类患者常在４８小时内

从ＩＣＵ中转出。

Ｂ ２ 病情稳定，但需要预防性观察，不需要加强护理

和治疗的患者，如某些患者因需要排除心肌炎、

心梗死以及因需要服药而在ＩＣＵ过夜观察。

Ｃ ３ 病情稳定，但需要加强护理和／或监护的患者，

如昏迷患者，或出现慢性肾衰的患者。

Ｄ ４ 病情不稳定，需要加强护理和治疗，需要经常评

价和调整治疗方案的患者。如心律不齐、糖尿

病酮症酸中毒（但尚未出现昏迷、休克、ＤＩＣ）。

Ｅ ５ 病情不稳定，且处在昏迷或休克，需要心肺复苏

或需要加强护理治疗，并需要经常评价护理和

治疗效果的患者。

Ｃ．４　监测方法

Ｃ．４．１　宜采用主动、前瞻、持续监测，可采取专职人员监

测与临床医务人员报告相结合的方法。

Ｃ．４．２　获取医院感染病例信息。

Ｃ．４．３　每日获取ＩＣＵ患者日志，见表Ｃ．２。

Ｃ．４．４　ＩＣＵ患者各风险等级登记表，见表Ｃ．３。

Ｃ．４．５　临床病情等级评定。对当时住在ＩＣＵ的患者按

“临床病情分类标准及分值”（表Ｃ．１）进行病情评定，每周一

次（时间相对固定），按当时患者的病情进行评定。每次评定

后记录各等级（Ａ、Ｂ、Ｃ、Ｄ及Ｅ级）的患者数（见表Ｃ．３）。

表犆．２　ＩＣＵ患者日志

ＩＣＵ科别：□综合 □内科 □外科 □儿科 □其他

监测月份：　　年　　月

日期
新住进

患者数ａ

住院

患者数ｂ

泌尿道插管

患者数ｃ

中心静脉插

管患者数ｄ

使用有创呼

吸机患者数ｅ

１

２

３

…… …… …… …… …… ……

３１

合计ｆ

ａ：指当日新住进ＩＣＵ的患者。

ｂ：包括新住进和已住进ＩＣＵ的患者。

ｃ、ｄ、ｅ：均指当日使用该器械的患者数。

ｄ：中心静脉插管包括ＣＶＣ、ＰＩＣＣ、输液港，其中两项或两项以上

同时使用只计数一次。

ｆ：为ＩＣＵ患者日志各项的累计。

表犆．３　ＩＣＵ患者临床病情等级登记表

临床病情等级 分值 第１周 第２周 第３周 第４周

Ａ １

Ｂ ２

Ｃ ３

Ｄ ４

Ｅ ５

Ｃ．５　资料分析

Ｃ．５．１　医院感染发病（例次）率和医院感染日发病

（例次）率

参照公式Ａ．１和Ａ．２。

Ｃ．５．２　器械使用率及其相关感染发病率

Ｃ．５．２．１　器械使用率

　　　　　　　　　　　　　　　　导尿管使用率＝
指定时间段内留置导尿管日数

同期患者住院总日数 ×１００％ （Ｃ．１）

　　　　　　　　　　　　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
指定时间段内中心静脉插管日数

同期患者住院总日数 ×１００％ （Ｃ．２）

　　　　　　　　　　　　有创呼吸机使用率＝
指定时间段内使用有创呼吸机日数

同期患者住院总日数 ×１００％ （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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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５．２．２　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

　　　　　　　　　　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发病率＝
指定时间段内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人数

同期患者留置导尿管总日数 ×１０００‰ （Ｃ．４）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指定时间段内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人数

同期患者中心静脉插管总日数 ×１０００‰ （Ｃ．５）

　　　　　 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发病率＝
指定时间段内使用有创呼吸机发生呼吸机相关肺炎人数

同期患者使用有创呼吸机总日数 ×１０００‰ （Ｃ．６）

Ｃ．５．３　调整感染发病率 Ｃ．５．３．１　平均病情严重程度（分）

　　　　　　　　　　　　平均病情严重程度＝
每周根据临床病情分类标准评定的患者总分值

每周参加评定的ＩＣＵ患者总数
（Ｃ．７）

Ｃ．５．３．２　调整感染发病率

调整感染发病率＝
患者（例次）感染率
平均病情严重程度

（Ｃ．８）

Ｃ．６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和前期感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发现监测

中的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并向临床科室反馈监

测结果和提出改进建议。

附录犇

（规范性）

新生儿病房医院感染监测

Ｄ．１　新生儿病房（包括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医院感染

发生在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的感染。

Ｄ．２　监测对象

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诊断和治疗

的新生儿。

Ｄ．３　监测内容

Ｄ．３．１　基本情况。住院号、姓名、性别、出生天数、出生体

重（ＢＷ，分≤１０００ｇ，１００１ｇ～１５００ｇ，１５０１ｇ～２５００ｇ，＞

２５００ｇ四组。以下体重均指出生体重）。

Ｄ．３．２　医院感染情况。感染日期、感染诊断、感染与侵入

性操作（脐或中心静脉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相关性、手术

情况、病原体培养标本名称、送检日期、检出病原体名称、药

物敏感试验结果。

Ｄ．３．３　新生儿日志。按新生儿体重每日记录新住进新生

儿数、住院新生儿数、脐或中心静脉插管及使用有创呼吸机

新生儿数。

Ｄ．４　监测方法

Ｄ．４．１　宜采用主动、前瞻、持续监测，也可采取专职人员

监测与临床医务人员报告相结合的方式。

Ｄ．４．２　新生儿发生感染时获取医院感染病例相关信息。

Ｄ．４．３　获取新生儿病房日志（表Ｄ．１）和月报表（表Ｄ．２）。

表犇．１　新生儿病房日志

监测时间：＿＿＿＿＿＿＿＿年＿＿＿＿＿＿＿＿月

日期

ＢＷ≤１０００ｇ

新入院

新生

儿数ａ

已住

新生

儿数ｂ

脐／中心

静脉插管

人数ｃ

使用有创

呼吸机

人数ｄ

１００１ｇ＜ＢＷ≤１５００ｇ

新入院

新生

儿数ａ

已住

新生

儿数ｂ

脐／中心

静脉插管

人数ｃ

使用有创

呼吸机

人数ｄ

１５０１ｇ＜ＢＷ≤２５００ｇ

新入院

新生

儿数ａ

已住

新生

儿数

脐／中心

静脉插管

人数ｃ

使用有创

呼吸机

人数ｄ

ＢＷ＞２５００ｇ

新入院

新生

儿数ａ

已住

新生

儿数ｂ

脐／中心

静脉插管

人数ｃ

使用有创

呼吸机

人数ｄ

１

２

…… ……

３０

３１

合计

ａ：指当日新住进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新生儿数。

ｂ：指当日住在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新生儿数，包括新住进和已住进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新生儿。

ｃ、ｄ：指当日应用该器械的新生儿数。中心静脉插管包括ＣＶＣ、ＰＩＣＣ、输液港，若患者既有脐导管又有中心静脉插管，只计数一次。

·５３１１·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９月第２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９Ｓｅｐ２０２３



表犇．２　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月报表

监测时间：＿＿＿＿＿＿＿＿年＿＿＿＿＿＿＿＿月

体重组别（ｇ）
新入院

新生儿数

已住

新生儿数

脐／中心静脉

插管日数

使用有创

呼吸机日数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１５００

１５０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Ｄ．５　资料分析

Ｄ．５．１　医院感染日发病率

不 同 体 重 组 新 生 儿 医 院 感 染 日 发 病 率 ＝

不同体重组新发医院感染新生儿数

同期不同体重组新生儿住院总日数×１０００‰
（Ｄ．１）

Ｄ．５．２　器械使用率及其相关感染发病率

Ｄ．５．２．１　器械使用率

　　　　　　　　不同体重组新生儿血管导管使用率＝
不同体重组新生儿脐及中心静脉插管日数

同期不同体重组新生儿住院总日数 ×１００％ （Ｄ．２）

　　　　　　　不同体重组新生儿有创呼吸机使用率＝
不同体重组新生儿使用有创呼吸机日数

同期不同体重组新生儿住院总日数 ×１００％ （Ｄ．３）

Ｄ．５．２．２　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

　不同体重组新生儿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
不同体重组脐及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新生儿数

同期不同体重组新生儿脐及中心静脉插管总日数 ×１０００‰ （Ｄ．４）

　 不同体重组有创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不同体重组使用有创呼吸机发生呼吸机相关新生儿肺炎人数

同期不同体重组新生儿使用有创呼吸机总日数 ×１０００‰ （Ｄ．５）

Ｄ．６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前期医院感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提出

监测中发现的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并向临床科

室反馈监测结果和提出改进建议。

附录犈

（规范性）

细菌耐药性监测

Ｅ．１　细菌耐药性监测

监测临床分离细菌耐药性，包括临床上一些重要的耐药

细菌的分离率，如耐碳青霉烯肠杆菌（ＣＲＥ）（重点监测耐碳

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ＣＲＫＰ）及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

（ＣＲＥＣ）、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ＣＲＡＢ）、耐碳青霉烯铜

绿假单胞菌（ＣＲＰＡ）、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ＶＲＥ）等。

Ｅ．２　监测调查对象

临床标本分离的病原菌。

Ｅ．３　监测内容

细菌种类、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Ｅ．４　监测方法

监测微生物室分离的细菌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需剔除

同一患者同一部位重复菌株。由微生物室人员和／或感染管

理专职人员监测。

Ｅ．５　资料分析

Ｅ．５．１　某（类）细菌的构成比

　　　　　　　　　　　　　　某（类）细菌构成比＝
指定时间段内该（类）细菌检出数

同期检出细菌总数 ×１００％ （Ｅ．１）

Ｅ．５．２　某（类）细菌对某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某（类）细菌耐药率＝
指定时间段内该（类）细菌对某抗菌药物耐药数

同期该（类）细菌检出总数 ×１００％ （Ｅ．２）

Ｅ．５．３　多重耐药菌检出率

　　　　　　　　　　　　　　某多重耐药菌检出率＝
指定时间段内该耐药菌检出数

同期该病原体检出菌株总数 ×１００％ （Ｅ．３）

Ｅ．５．４　ＣＲＥ、ＣＲＡＢ、ＣＲＰＡ、ＭＲＳＡ、ＶＲＥ分离菌株数 Ｅ．５．５　某多重耐药菌的标本来源构成比

　　　　　　　　某多重耐药菌某标本来源构成比＝
指定时间段内检出该耐药菌同一类别标本数

同期检出该耐药菌标本总数 ×１００％ （Ｅ．４）

Ｅ．５．６　某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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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发生率＝
指定时间段内该耐药菌医院感染患者数

同期住院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Ｅ．５）

Ｅ．６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前期分离情况总结并公布监测结果，向

临床医师、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和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反

馈，并提出抗菌药物管理和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建议。

附录犉

（规范性）

临床抗菌药物使用监测

Ｆ．１　临床抗菌药物使用监测

调查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促进抗菌药物的临床

合理应用，预防耐药菌的产生。

Ｆ．２　监测对象

住院（出院）病历。

Ｆ．３　监测内容

Ｆ．３．１　基本情况。监测日期、住院号、科室、床号、患者姓

名、性别、年龄、疾病诊断、切口类型（清洁切口、清洁－污染

切口、污染切口、感染切口）。

Ｆ．３．２　使用抗菌药物资料。感染（全身感染、局部感染、

无感染），全身用药方式（不包括局部给药），用药目的（治疗

用药、预防用药、预防加治疗用药），联合用药（单用、二联、三

联、四联及以上），细菌培养结果，使用抗菌药物名称，使用日

剂量，用药天数，给药途径（口服、肌内注射、静脉注射或静脉

滴注、其他）。

Ｆ．４　监测方法

Ｆ．４．１　可采用普查或抽样调查方法，调查某日或某时间

段住院（出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Ｆ．４．２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宜与临床医师和／或临床

药师共同调查出院病历、运行病历。

Ｆ．５　资料分析

Ｆ．５．１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指定时间段内使用抗菌药物住院患者数

同期住院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Ｆ．１）

Ｆ．５．２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Σ所有抗菌药物ＤＤＤ数（累计ＤＤＤ数）

同期收治患者人天数 ×１００％ （Ｆ．２）

Ｆ．５．３　Ⅰ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

　　　　　Ⅰ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
指定时间段内Ⅰ类切口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患者数

同期Ⅰ类切口手术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Ｆ．３）

Ｆ．５．４　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指定时间段内使用治疗用抗菌药物前病原学检验标本送检患者数

同期使用抗菌药物治疗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Ｆ．４）

　　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是指使用抗菌药物治疗前

开具病原学检验项目并完成相关标本采集、送检。病原学送

检项目包括：病原体培养及药敏、涂片或染色后显微镜检查、

病原免疫学检测、分子快速诊断方法、相关标志物检测等。

Ｆ．６　总结和反馈

抗菌药物调查资料应及时进行总结和反馈，对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实施后再进行评价。

附录犌

（规范性）

门诊血液透析感染事件监测

Ｇ．１　门诊血液透析感染事件监测

监测门诊血液透析感染事件发生情况，主要包括使用抗

菌药物（包括口服、肌注和静脉使用所有抗细菌药物和抗真

菌药物）、血培养阳性和血管通路部位出现脓液、发红或肿胀

加剧３类。

Ｇ．２　监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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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的门诊患者。

Ｇ．３　监测内容

门诊血液透析患者基本情况、血液透析感染事件、感染事

件发生日期、病原学检测结果、感染患者结局（好转、恶化、死

亡）、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血培养标本送检情况及检测结果等。

Ｇ．４　监测方法

Ｇ．４．１　宜采用主动、前瞻、持续监测；也可采取专职人员

监测与临床医务人员报告相结合的方式。

Ｇ．４．２　填写门诊血液透析患者月报表（表Ｇ．１）。

Ｇ．４．３　血液透析患者发生感染事件时填写血液透析感染

事件监测表（表Ｇ．２）。血液透析感染事件均遵循２１天原则，

即两次同类血液透析感染事件发生的间隔时间≥２１天，才能

确认为２次不同事件，应分别填写血液透析感染事件监测表。

表犌．１　门诊血液透析患者月报表

监测时间：＿＿＿＿＿＿＿＿年＿＿＿＿＿＿＿＿月

编号 姓名 就诊号

血液透析用

血管通路

类型

血液透析用

导管穿刺

部位

发生血液透析事件

否
是／发生

日期

１

２

３

．．．

合计：血管通路类型：内瘘＿＿＿＿＿＿＿＿＿＿人工血管＿＿＿＿＿＿＿＿＿＿

隧道式中心导管＿＿＿＿＿＿＿＿＿＿非隧道式中心

导管＿＿＿＿＿＿＿＿＿＿

导管穿刺部位：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

股静脉＿＿＿＿＿＿＿＿＿＿

其他部位＿＿＿＿＿＿＿＿＿＿

表犌．２　门诊血液透析感染事件监测表

监测时间：＿＿＿＿＿＿＿＿年＿＿＿＿＿＿＿＿月

基本信息

　姓名：＿＿＿＿＿＿＿＿性别：＿＿＿＿＿＿＿＿年龄：＿＿＿＿＿＿＿＿就诊／住院号：＿＿＿＿＿＿＿

　联系电话：＿＿＿＿＿＿＿＿

血液透析用血管通路相关信息

　血管通路类型：□内瘘　□人工血管　□隧道式中心导管

　　　　　　　 □非隧道式中心导管

　导管穿刺部位：□锁骨下静脉　□股静脉　□颈内静脉

　　　　　　　 □其他

　插管日期：＿＿＿＿＿＿＿＿＿＿年＿＿＿＿＿＿＿＿＿＿月＿＿＿＿＿＿＿＿＿＿日

血液透析感染事件

　□全身使用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名称＿＿＿＿＿＿＿＿＿＿开始使用抗菌药物日期＿＿＿＿＿＿＿＿＿＿

　　原因：□穿刺部位感染　□血流感染　□其他感染

　□血培养阳性

　　送检日期＿＿＿＿＿＿＿＿＿＿检出病原体＿＿＿＿＿＿＿＿＿＿

　　来源：□血管通道　□非血管通道　□污染　□不确定

　□血管通路部位出现脓液、发红或肿胀加剧

　　部位：□穿刺点／隧道口　□穿刺点／隧道口周围皮肤

　　　　 □穿刺点／隧道口皮下组织

　　临床表现：□脓液　□发红　□肿胀加剧

　　处理：□局部使用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封管

　　　　 □全身使用抗菌药物　□其他

感染结局

　□通道拔除

　□重新插管

　　类型：□内瘘　□人工血管　□隧道式中心导管

　　　　 □非隧道式中心导管　□其他

　□住院

　□死亡

Ｇ．５　资料分析 Ｇ．５．１　血液透析感染事件发生率

　　　　　　　　　　血液透析感染事件发生率＝
指定时间段内血液透析感染事件总数

同期监测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Ｇ．１）

Ｇ．５．２　血管通路感染发生率

　　　　　　　　　　　　血管通路感染发生率＝
指定时间段内血管通路感染人数

同期监测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Ｇ．２）

Ｇ．５．３　血管通路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

　　　　　　　血管通路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
指定时间段内血管通路相关性血流感染人数

同期监测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Ｇ．３）

Ｇ．５．４　血管穿刺部位感染发生率

　　　　　　　　　　血管穿刺部位感染发生率＝
指定时间段内血管穿刺部位感染人数

同期监测患者总数 ×１００％ （Ｇ．４）

Ｇ．６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前期感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监测

中发现的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并向临床科室反

馈监测结果和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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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犎

（规范性）

门诊血液透析患者血源性病原体监测

Ｈ．１　门诊血液透析患者血源性病原体感染监测

主要是对门诊血液透析患者血源性病原体感染情况进行

筛查及复查，监测病原体主要包括 ＨＢＶ、ＨＣＶ、ＨＩＶ、梅毒螺

旋体，统计每年此四类传染病标志物检验完成率及阳转率。

Ｈ．２　监测对象

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的门诊患者。

Ｈ．３　监测内容

门诊血液透析患者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感染风

险因素、血源性病原体筛查及复查情况等。

Ｈ．４　监测方法

Ｈ．４．１　首次筛查：第一次开始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或由

其他医疗机构转入的患者应在治疗前进行 ＨＢＶ、ＨＣＶ、

ＨＩＶ和梅毒螺旋体检测。

Ｈ．４．２　长期血液透析患者应定期复查血源性病原体标志

物，ＨＢＶ和ＨＣＶ应至少每６个月复查一次，ＨＩＶ、梅毒螺旋

体至少每年复查一次。

Ｈ．４．３　监测人员填写门诊血液透析患者血源性病原体监

测表（表 Ｈ．１），统计每年门诊血液透析患者数、阳转患者数、

患病患者数，并计算阳转率。

表犎．１　门诊血液透析患者血源性病原体监测表

基本信息

　姓名：＿＿＿＿＿＿＿＿＿＿性别：＿＿＿＿＿＿＿＿＿＿年龄：＿＿＿＿＿＿＿＿＿＿就诊／住院号：＿＿＿＿＿＿＿＿＿＿联系电话：＿＿＿＿＿＿＿＿＿＿

　首次血液透析日期：＿＿＿＿＿＿＿＿＿＿年＿＿＿＿＿＿＿＿＿＿月＿＿＿＿＿＿＿＿＿＿日　在当前医院首次血液透析日期：＿＿＿＿＿＿＿＿＿＿年＿＿＿＿＿＿＿＿＿＿月＿＿＿＿＿＿＿＿＿＿日

在本院血液透析期间是否有以下风险因素

　□文身　□静脉切开术　□高危性行为　□注射毒品　□输血

　□在外院血液透析　透析地点：＿＿＿＿＿＿＿＿＿＿＿＿＿＿＿＿＿＿＿＿＿＿

　□住院治疗　住院地点：＿＿＿＿＿＿＿＿＿＿＿＿＿＿＿＿＿＿＿＿＿＿

血源性病原体筛查

１．首次血液透析前筛查：

检查日期＿＿＿＿＿＿＿＿＿＿年＿＿＿＿＿＿＿＿＿＿月＿＿＿＿＿＿＿＿＿＿日

结果　ＨＢｓＡｇ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ｓＡｂ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ｃＡｂ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ｅＡｇ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ｅＡｂ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ＶＤＮＡ＿＿＿＿＿＿＿＿＿＿＿＿＿＿＿＿＿＿＿

　　　ＨＣＶＡｂ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ＣＶＲＮＡ＿＿＿＿＿＿＿＿＿＿＿＿＿＿＿＿＿＿＿

　　　ＨＩＶ初筛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ＩＶ确诊　□阳性　□阴性　□未查

　　　梅毒抗体检测：□阳性　□阴性　□未查

　　　特异性抗体检测：□ＴＰＰＡ　□ＴＰＨＡ

　　　抗体滴度＿＿＿＿＿＿＿＿＿＿＿＿＿＿＿＿＿＿＿

　　　非特异性抗体检测：□ＲＰＲ　□ＴＲＵＳＴ　□ＵＳＲ

　　　抗体滴度＿＿＿＿＿＿＿＿＿＿＿＿＿＿＿＿＿＿＿

２．血液透析期间复查：

检查日期＿＿＿＿＿＿＿＿＿＿年＿＿＿＿＿＿＿＿＿＿月＿＿＿＿＿＿＿＿＿＿日

结果　ＨＢｓＡｇ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ｓＡｂ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ｃＡｂ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ｅＡｇ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ｅＡｂ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ＢＶＤＮＡ＿＿＿＿＿＿＿＿＿＿＿＿＿＿＿＿＿＿＿

　　　ＨＣＶＡｂ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ＣＶＲＮＡ＿＿＿＿＿＿＿＿＿＿＿＿＿＿＿＿＿＿＿

　　　ＨＩＶ初筛　□阳性　□阴性　□未查　　ＨＩＶ确诊　□阳性　□阴性　□未查

　　　梅毒抗体检测：□阳性　□阴性　□未查

　　　特异性抗体检测：□ＴＰＰＡ　□ＴＰＨＡ

　　　抗体滴度＿＿＿＿＿＿＿＿＿＿＿＿＿＿＿＿＿＿＿

　　　非特异性抗体检测：□ＲＰＲ　□ＴＲＵＳＴ　□ＵＳＲ

　　　抗体滴度＿＿＿＿＿＿＿＿＿＿＿＿＿＿＿＿＿＿＿

３．血液透析期间发生血源性病原体感染：□无　□ＨＢＶ　□ＨＣＶ　□ＨＩＶ　□梅毒

Ｈ．５　资料分析 Ｈ．５．１　新入患者传染病标志物检验完成率

　　新入患者传染病标志物检验完成率＝
指定时间段内完成传染病标志物检验的新入血液透析患者数

同期新入血液透析患者数 ×１００％ （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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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５．２　长期血液透析患者传染病标志物定时检验 完成率

　长期血液透析患者传染病标志物定时检验完成率＝
当年完成传染病标志物检验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数

每当年长期血液透析患者数 ×１００％ （Ｈ．２）

Ｈ．５．３　ＨＢＶ阳转率

　　　　　　　　　　　　　ＨＢＶ阳转率＝
指定时间段内 ＨＢＶ阳转患者数

同期血液净化患者数－原有 ＨＢＶ患者数
×１００％ （Ｈ．３）

Ｈ．５．４　ＨＣＶ阳转率

　　　　　　　　　　　　　ＨＣＶ阳转率＝
指定时间段内 ＨＣＶ阳转患者数

同期血液净化患者数－原有 ＨＣＶ患者数
×１００％ （Ｈ．４）

Ｈ．５．５　ＨＩＶ阳转率

　　　　　　　　　　　　　ＨＩＶ阳转率＝
指定时间段内 ＨＩＶ阳转患者数

同期血液净化患者数－原有 ＨＩＶ患者数
×１００％ （Ｈ．５）

Ｈ．５．６　梅毒阳转率

　　　　　　　　　　　　　梅毒阳转率＝
指定时间段内梅毒阳转患者数

同期血液净化患者数－原有梅毒患者数
×１００％ （Ｈ．６）

Ｈ．６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前期感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监测

中发现的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并向临床科室反

馈监测结果和提出改进建议。

附录犐

（规范性）

医院工作人员感染性疾病职业暴露监测

Ｉ．１　医院工作人员感染性疾病职业暴露

指医院工作人员在从事医疗、护理等相关活动过程中接

触感染性病原体，从而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的一类职业暴露。

Ｉ．２　监测对象

医院工作人员，包括所有医务人员及其他相关工作人

员，如医生、护士、医技、护工、后勤、保洁、保安等人员。

Ｉ．３　监测内容

职业暴露发生经过、原因、患者病原携带情况、暴露方

式、处理措施及感染情况等信息。

Ｉ．４　监测方法

工作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后立即报告并填写医院工作人

员感染性疾病职业暴露登记表（表Ｉ．１）后由专业医生对其暴

露情况进行评估及处置，并对其后续情况进行跟踪随访。

表犐．１　医院工作人员感染性疾病职业暴露登记表

一、基本情况

　姓名＿＿＿＿＿＿＿＿＿＿性别＿＿＿＿＿＿＿＿＿＿年龄／工龄＿＿＿＿＿＿＿＿＿＿岗位／职业＿＿＿＿＿＿＿＿＿＿＿＿＿＿＿＿＿＿＿＿科室／部门＿＿＿＿＿＿＿＿＿＿＿＿＿＿＿＿＿＿＿＿电话＿＿＿＿＿＿＿＿＿＿

　暴露时从事何种医疗活动＿＿＿＿＿＿＿＿＿＿＿＿＿＿＿＿＿＿＿＿

　是否接受职业安全培训＿＿＿＿＿＿＿＿＿＿＿＿＿＿＿＿＿＿＿＿

二、暴露方式

　１．接触暴露

　　皮肤：□破损　□未破损

　　黏膜：□鼻　□口腔　□眼　□其他

　２．针刺伤或锐器割伤

　　器械类型：□空心针　□实心针　□手术刀等手术器械　□玻璃类　□其他

　３．呼吸道吸入

　　□未戴口罩　□戴口罩但不严密　口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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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犐．１　医院工作人员感染性疾病职业暴露登记表（续）

　４．经消化道

　　□经口误食　□其他

　５．污染物来源

　　□血液　□脑脊液　□胸腔积液　□腹腔积液　□呼吸道分泌物　□创面分泌物　□其他

三、暴露源情况

　患者姓名＿＿＿＿＿＿＿＿＿＿＿＿＿＿＿＿＿＿＿＿住院号＿＿＿＿＿＿＿＿＿＿＿＿＿＿＿＿＿＿＿＿住院科室＿＿＿＿＿＿＿＿＿＿＿＿＿＿＿＿＿＿＿＿

　□无症状 ＨＩＶ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ＣＤ４细胞计数（　）个／μＬ

　□无症状乙肝携带者　□乙肝患者：　病毒载量　拷贝／ｍＬ

　□ＨＣＶ携带者　□丙肝患者：　病毒载量　拷贝／ｍＬ

　□无症状梅毒携带者　□梅毒患者：

　□肺结核

　□其他呼吸道传染病（　）

　□甲肝

　□其他肠道传染病（　）

　□疥疮

　□其他经接触感染性疾病（　）

　□不详

四、暴露后处理情况

　皮肤　清水冲洗　□是　□否

　消毒　□是　□否　使用消毒剂名称

　正确挤出伤口血液　□是　□否

　黏膜　冲洗溶液　□生理盐水　□清水　□其他溶液

五、暴露后预防性治疗方案

六、暴露后随访情况

　时间　　　　　　　日期　　　　　　　随访结果

　暴露后１周　　　　　　　　　　感染（　）　　未感染（　）

　暴露后２周　　　　　　　　　　感染（　）　　未感染（　）

　暴露后４周　　　　　　　　　　感染（　）　　未感染（　）

　暴露后８周　　　　　　　　　　感染（　）　　未感染（　）

　暴露后３个月　　　　　　　　　感染（　）　　未感染（　）

　暴露后６个月　　　　　　　　　感染（　）　　未感染（　）

　暴露后１２个月　　　　　　　　 感染（　）　　未感染（　）

七、结论

　□暴露后未感染　　　□暴露后感染　　　监测报告人：

Ｉ．５　资料分析 Ｉ．５．１　职业暴露感染率

　　　　　　　　　　　　 职业暴露感染率＝
指定时间段内因职业暴露发生感染的人数

同期发生职业暴露的总人数 ×１００％ （Ｉ．１）

Ｉ．５．２　职业暴露（例次）率

　　　　　　　　　　　　职业暴露（例次）率＝
指定时间段内发生职业暴露的人（例次）数

同期工作人员总数 ×１００％ （Ｉ．２）

Ｉ．６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前期医院感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提出

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并向临床科

室反馈调查结果和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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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犑

（规范性）

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

Ｊ．１　调查对象

指定时间段内所有住院患者（应去除住院时间不满４８

小时的患者）。

Ｊ．２　调查内容

Ｊ．２．１　基本资料　监测日期、住院号、科室、床号、姓名、

性别、年龄、调查日期、疾病诊断、切口类型（清洁切口、清洁

－污染切口、污染切口、感染切口）。

Ｊ．２．２　医院感染情况　感染日期、感染诊断、医院感染

风险因素（动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气管

插管、气管切开、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放射治疗、抗肿瘤

化学治疗、免疫抑制剂）及相关性、病原体培养标本名称、送

检日期、检出病原体名称。

Ｊ．２．３　按科室记录应调查人数与实际调查人数。

Ｊ．３　调查方法

Ｊ．３．１　应制定符合本院实际的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计划，

培训调查人员。

Ｊ．３．２　应以查阅运行病历和床旁调查患者相结合的方式

调查。

Ｊ．３．３　填写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表。

Ｊ．３．４　每病区（室）填写床旁调查表。

Ｊ．４　资料分析

Ｊ．４．１　医院感染现患（例次）率

　　　　　　　　　　　　医院感染现患（例次）率＝
指定时间段内存在的医院感染（例次）数

同期实际调查的住院患者人数 ×１００％ （Ｊ．１）

Ｊ．４．２　实查率

　　　　　　　　　　　　　　　　　实查率＝
指定时间段内实际调查住院患者数

同期应调查住院患者数 ×１００％ （Ｊ．２）

Ｊ．５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前期医院感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提出

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并向临床科

室反馈调查结果和提出改进建议。

转载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感染监测标准：ＷＳ／Ｔ３１２—２０２３［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９－０５）［２０２３－０９－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

ｗｊｗ／ｓ９４９６／２０２３０９／４３２ｄ０ｆ９ａｆ６３４４３ｅ８９００１９ａｆ５７ａｆａｆ８５３．ｓｈｔｍｌ．

·２４１１·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９月第２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９Ｓｅｐ２０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