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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已是医院感染病原

菌最常见的菌种%国内已有上述两菌的耐药性与耐

药基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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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腹部的手术和创伤最易并发感染%在腹部外科%

因肠道&胆囊等手术污染的机会多%术后切口感染较

为常见!

%

"

'本组调查
%&)

例普通外科手术患者%手

术切口感染率为
+.(*H

%与何瑾玢等报道的
%"%

例

普通外科手术切口感染率
+.&*H

!

!

"相近%低于王红

梅等报道的普通外科手术切口感染率
&.+!H

!

)

"

'

普通外科手术切口感染与患者自身及手术操作&环

境&手术时间等多种因素相关!

*

"

'表
!

显示%各类手

术切口感染率居前
)

位者依次为胆囊切除术

#

!".""H

$&胃肿瘤根治术#

%+.+(H

$&肠道修补+切

除术#

%+.""H

$'胆囊切除术切口感染率明显高于

邓良全等的报道#

(.!'H

$

!

'

"

'开展手术医生切口感

染专率监测%让医生了解自己手术质量的水平%促使

手术医生主动及早改进手术操作技能%以求降低手

术切口感染率%这也是提高医疗水平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措施'监测中发现个别医生手术切口感染率较

高%经危险因素评分%调整感染专率后%则差别不大)

同时显示%危险指数增高%感染概率随之升高!

*

"

'手

术的污染程度在决定发生感染的概率上很重要%随

着污染程度的增加%感染率明显增加%切口类型与术

后切口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

"."%

#

@

#

"."'

$'随

着手术时间的延长%术后切口感染率亦明显增加#

@

#

"."%

$'不同性别及手术性质#急症+择期$者手术

切口感染率无明显差别'本组调查择期手术切口感

染者以结肠肿瘤手术为多%而急症手术以阑尾炎切

口感染为多%是否与疾病种类&手术操作&患者的身

体状况&手术例数等因素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降低手术切口感染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因素很多%需要全方位的努力与配合%包括医生

的手术技巧&麻醉方式&手术类型&围手术期抗菌药

物使用&手术后患者的医护管理以及患者全身状况

等%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明显效果'手术医生感染专

率监测是将监测与控制结合起来%针对存在的问题%

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取得手术医生配合%提高医生对

医院感染控制的意识与责任%以逐步降低手术切口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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