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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１９所二级综合医院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现患率调查

于文红

（邯郸市中心医院，河北 邯郸　０５６００１）

［摘　要］　目的　了解邯郸市二级综合医院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现状。方法　采用查阅住院病历与床旁调查相

结合的方法，调查邯郸市１９所二级综合医院住院患者的感染情况。结果　此次调查应查人数４８９７例，实查４８７９

例，实查率９９．６３％。发生医院感染１７４例，医院感染现患率为３．５７％，社区感染１１１３例，社区感染现患率为

２２．８１％；医院与社区感染现患率均以儿科最高，分别为５．１６％、７１．５６％；医院感染部位主要是下呼吸道

（３６．６５％）、上呼吸道（３０．８９％）及泌尿道（９．４２％），社区感染部位主要是下呼吸道（４０．９９％）、上呼吸道（２２．１７％）

及胃肠道（５．３０％）。抗菌药物使用率为６０．０５％，其中以治疗为目的用药占４３．９２％，预防用药占３９．９７％，治疗＋

预防用药占１６．１１％；抗菌药物单一用药占６８．０２％，二联用药占２９．５６％，三联用药占２．１５％，四联及以上用药占

０．２７％。结论　现患率调查有助于全面了解医院感染和社区感染现状以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有助于针对性地采

取预防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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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邯郸市二级综合医院医院感染与社区感 染情况以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为今后制定合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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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提供依据，笔者组织

对全市二级综合医院住院患者的感染情况进行了横

断面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３０日参加调查的

１９所二级综合医院，按各自医院情况开展医院感染

横断面调查。调查调查日所有住院患者，包括当日

出院、转科、死亡的患者，但不包括当日新入院患者。

１．２　方法　每５０张床配备１名调查人员，采取逐

床查阅病历和床旁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填写统一设

计的调查表格。以卫生部２００１年颁布的《医院感染

诊断标准（试行）》进行医院感染的诊断。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到２０所二级综合医

院的汇总表，其中１９所医院的资料可用。１９所医

院应查人数４８９７例，实查４８７９例，实查率为

９９．６３％。发生医院感染１７４例，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３．５７％；社区感染１１１３例，社区感染现患率为

２２．８１％。不同规模医院的医院感染现患率略有差

异。见表１。

表１　１９所医院的医院和社区感染现患率

犜犪犫犾犲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ＡＩａｎｄＣＡＩｉｎ１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医院规模（床位数，张） 医院数（所） 应查人数 实查人数 医院感染现患率（％，例） 社区感染现患率（％，例）

≤１９９ １０ １１５７ １１４６ ３．４０（３９） １４．９２（１７１）

２００～ ３ ７６３ ７６３ ３．６７（２８） ２６．６１（２０３）

≥４００ ６ ２９７７ ２９７０ ３．６０（１０７） ２４．８８（７３９）

合计 １９ ４８９７ ４８７９ ３．５７（１７４） ２２．８１（１１１３）

２．２　各科室的感染情况　１９所综合医院各科室的

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现患率均以儿科最高，分别为

５．１６％、７１．５６％。详见表２。

２．３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医院感染的主要部位是

下呼吸道、上呼吸道及泌尿道；社区感染的主要部位

是下呼吸道、上呼吸道及胃肠道。医院感染与社区

感染部位均以下呼吸道居首位。见表３～４。

２．４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医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见表５。

表２　各科室医院和社区感染现患率

犜犪犫犾犲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ＡＩａｎｄＣＡＩ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科别 调查人数 医院感染（％） 社区感染（％）

儿科 ６４０ ５．１６ ７１．５６

外科 １４７７ ４．０６ １０．４９

内科 １７５３ ３．１９ ２４．８７

妇产科 ７０３ ２．２８ ２．９９

五官科 ７５ １．３３ ６．６７

其他 ２３１ ３．４６ １６．４５

表３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犜犪犫犾犲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ｓｉｔｅｓ（％）

医院规模

（床位数，张）
感染例次

感染部位

上呼吸道 下呼吸道 泌尿道 胃肠道 腹腔内组织 表浅切口 深部切口 皮肤软组织 血液 其他

≤１９９ ４２ ２１．４３ ２８．５７ ２３．８１ ７．１４ ０．００ １４．２９ ２．３８ ２．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８ ２１．４３ ３５．７１ ３．５７ ３．５７ ０．００ ３．５７ １４．２９ １４．２９ ０．００ ３．５７

≥４００ １２１ ３６．３６ ３９．６７ ５．７９ ４．１３ ２．４８ ６．６１ ０．００ １．６５ ０．８３ ２．４８

合计 １９１ ３０．８９ ３６．６５ ９．４２ ４．７１ １．５７ ７．８５ ２．６２ ３．６７ ０．５２ ２．１０

表４　社区感染部位分布（％）

犜犪犫犾犲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Ｉｓｉｔｅｓ（％）

医院规模

（床位数，张）
感染例次

感染部位

上呼吸道 下呼吸道 泌尿道 胃肠道 腹腔内组织 表浅切口 深部切口 器官腔隙 血管相关 皮肤软组织 血液 其他

≤１９９ １７８ １６．２９ ３６．５２ ７．８６ １１．２４ ３．９３ １．６９ ０．００ ３．３７ ０．５６ １２．３６ ０．５６５．６２

２００～ ２１２ １３．２１ ５１．８９ ６．１３ ８．０２ ３．７７ ０．００ ０．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０８ ０．４７８．９６

≥４００ ７４２ ２６．１５ ３８．９５ ４．４５ １２．２６ ４．３１ ０．５４ ０．２７ ０．８１ ０．２７ ４．５８ １．８９５．５２

合计 １１３２ ２２．１７ ４０．９９ ５．３０ １１．３１ ４．１５ ０．６２ ０．２７ １．０６ ０．２７ ６．２７ １．４１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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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医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犜犪犫犾犲５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ｕｓｅｉｎ１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医院规模

（床位数，张）
实查人数

抗菌药物

使用率

用药目的

治疗 预防 治疗＋预防

联合用药

单一 二联 三联 四联及以上

≤１９９ １１４６ ５０．８７ ４０．６５ ４３．０５ １６．３０ ６９．４７ ２８．６４ １．８９ ０．００

２００～ ７６３ ５３．８７ ４２．５８ ４７．２０ １０．２２ ６２．５３ ３２．３６ ５．１１ 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９７０ ６５．１９ ４５．２０ ３７．５０ １７．３０ ６８．７５ ２９．２４ １．６０ ０．４１

合计 ４８７９ ６０．０５ ４３．９２ ３９．９７ １６．１１ ６８．０２ ２９．５６ ２．１５ ０．２７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应查住院患者４８９７例，实查４８７９

例，实查率９９．６３％，说明调查资料具有一定的可靠

性。调查的二级综合医院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３．５７％，低于２００５年全国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结果

４．７７％
［１］。１９所医院的医院感染现患率为０％～

７％，与吴安华等
［２］研究部分相符。部分医院医院感

染率偏低，除各医院存在客观差异外，还可能与参与

调查的二级综合医院缺乏微生物检查条件及抗菌药

物的使用有关。调查的住院患者中社区感染现患率

为２２．８１％，提示约有１／４的住院患者入院时已被

感染。

参加本次调查的二级综合医院，医院感染居前

３位的科室是儿科、外科及内科。儿科是医院感染

现患率最高的科室，可能与儿科过高的社区感染、病

房环境较差有关。因此，应加强科室的消毒隔离和

手卫生，减少由于医疗行为导致的医院感染的发生。

同时应加强对高危科室的监控，将其列为重点监控

目标。

社区感染的感染部位主要为下呼吸道、上呼吸

道及胃肠道，而医院感染的感染部位主要为下呼吸

道、上呼吸道及泌尿道。医院感染部位与国内相关

报道［３］感染部位分布一致。社区感染与医院感染的

主要部位均包括下呼吸道与上呼吸道，提示应提高

病房空气质量，降低或预防住院患者住院期间的呼

吸道感染。医院感染中的泌尿道感染，可能与使用

泌尿道插管有关，医务人员应严格掌握插管使用及

拔除指征，及时发现感染迹象，进行感染控制。下呼

吸道、上呼吸道及泌尿道占医院感染部位的

７６．９６％，提示医务人员应重点监控呼吸道及泌尿道

感染患者，及时发现感染迹象，进行感染控制。

本次调查的二级综合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６０．０５％，超过２００５年全国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结

果（４８．４２％）
［１］，也超过卫生部规定的住院患者抗菌

药物使用率＜５０％的要求。１９所医院中有１５所医

院的抗菌药物使用率超过５０％，个别医院高达

８１．７３％，这可能是参加调查的医院对抗菌药物使用

标准的掌握和理解不够，提示应加强对此方面的宣

教和管理。抗菌药物联用，以单一和二联用药为主，

占９７．５８％，与李六亿等
［４］调查结果及２００５年全国

的调查情况相近［１］。其中单一用药所占比率

（６８．０２％）略有升高，说明现在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的

合理性有所改善。

床位数≥４００的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最高

（６５．１９％），以治疗性用药为主（４５．２０％）；床位数≤

１９９、２００～组的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分别为

５０．８７％、５３．８７％，均以预防性用药为主，分别占

４３．０５％、４７．２０％。规模较大的医院抗菌药物使用

率偏高，可能与其收治患者的病情复杂，确实需要使

用抗菌药物有关，也可能与医院的抗菌药物管理水

平有关。

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已成为医院感染控制的重

要目标。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者、临床药师、临床

微生物医生及临床医生共同参加的多学科协作，制

定有关监控及实施措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

体制，有助于改变目前抗菌药物使用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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