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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环节%设置完善&方便的洗手和手消毒设施%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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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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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相关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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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患者住院时间延

长%费用增加%病死率升高+国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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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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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医院感染以下呼吸道感染居首位%其

中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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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我们虽然加强了各种消毒隔离

措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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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率仍无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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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手配套设施%设置方便

随手取用的速干型手消毒剂#乙醇类$%同时监督和

抽查医务人员在操作中的手卫生状况%并及时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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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明显

下降'现总结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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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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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出现气管内痰液增多%肺部有湿音

或呼吸音减弱+伴末梢血白细胞增多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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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蛋白#

@AF

$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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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胸片炎性浸润病变#必备$+

下呼吸道分泌物分离到病原菌'同一患者在机械通

气期间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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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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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发生次数统计为例

次+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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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表现与胸片恢复后%再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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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使之相对隔离%用感应式水龙头%压力式液体皂

替代固体肥皂%灭菌毛巾擦手+操作车&床旁配置速

干型手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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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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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回顾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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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结果显示%在
6

&

Q

两组中%发生
C6F

新

生儿的胎龄&机械通气患儿中早产儿比率&

C6F

新

生儿中早产儿比率及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情况等%

两组差异均无显著性#

%

$

"-"+

$'在入院时日龄&

使用机械通气原因&基础疾病以及环境条件等均无

明显改变的情况下%

Q

组
C6F

的发生率降至

%#-%#G

%较
6

组#

&"-""G

$明显下降#

%

#

"-"%

$'

提示采取干预措施#加强手卫生$后%经操作者手传

播的感染显著减少'

Q

组新生儿入院后开始使用机械通气的时间明

显短于
6

组#

%

#

"-"+

$%说明
Q

组新生儿入院时病

情更严重%需要的干预治疗更多%医院感染高危因素

也随之增加'

Q

组新生儿病情相对复杂%持续使用

机械通气时间稍长于
6

组%但由于其
C6F

的发生

率明显下降%避免了由于
C6F

而造成的撤机困难&

治疗难度增加%其平均住院时间较
6

组仅延长
)-+

,

%为新生儿减轻了痛苦%降低了住院费用'研究结

果显示!

)$+

"

%使用机械通气时间越长%

C6F

的发生

率越高+机械通气持续时间的延长是发生
C6F

的

独立危险因素'还有研究认为%

1@;

内发生
C6F

的患者有
!+G

是交叉感染所致%主要是通过不严格

的操作引起!

(

"

'本研究中%

Q

组的
C6F

发生率理论

上应高于
6

组%但是经过合理的手卫生措施干预

后%切断了感染传播途径%减少了感染的发生'

Q

组使用机械通气后
+,

内发生
C6F

的比率

明显低于
6

组#

%

#

"-"+

$%而
J1@;

中进行机械通

气治疗的新生儿在入院
+,

内病情多不稳定%需要

频繁吸痰%更换气管导管等操作'提示加强手卫生

后%在机械通气
+,

内由于治疗操作引起的病原菌

传播明显减少'

随着
J1@;

急救技术的不断提高%侵入性操作

随之增加%我们在重视医疗环境&各项消毒隔离措施

的同时%更要重视手卫生%避免由于医务人员在诊

疗&护理操作过程中而造成经手传播的感染'韩黎

等!

*

"的调查显示%医务人员在接触患者后的洗手率

为
+(-+G

%明显高于接触患者前及接触物品后手卫

生的执行率
&+G

'我们认为%要提高医务人员对手

卫生的依从性%首先应加强培训%强化医务人员对手

卫生的认识+同时设置方便使用的&完善的手卫生设

施%并加大监督力度%以达到促使医务人员自觉执行

手卫生的目的%有效控制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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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晓能%李建国%唐英春%等
-

主动外排系统在耐甲氧西林金黄

色葡萄球菌多重耐药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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