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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目的
!

开发医院感染监测软件#

8G6C

$%有效监控医院感染'方法
!

结合医院的实际需求%设计一种医

院感染监测系统%并与软件公司合作%开发相应的
8G6C

%将其嵌入医院信息系统中'结果
!

该系统在医院感染监

测工作中得到具体应用%发挥了实时监控&预警报告的作用%取得良好效果'结论
!

该系统能较好地满足医院感染

监测的各项基本功能需求%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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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效控制医院感染的重

要性日益凸现出来!

&

"

'由于医院感染监测覆盖面

广%内容复杂%涵盖医院消毒卫生学监测&医院感染

发生高危因素及干预&感染病例监测&细菌耐药性监

测及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分析等多个方面%故数据流

程复杂%需要统计分析大量数据'传统的手工处理

既不全面%也不完整%且效率低下%已远远落后当今

信息时代发展的需求!

!

"

'因此%掌握并应用先进&科

学的监控管理手段和方法是目前我们从事医院感染

管理者共同研究与探讨的课题!

)

"

'

针对上述现状%我们结合医院的实际需求%设计

了一种医院感染监测系统%并与软件公司合作%开发

了相应的医院感染监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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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6C

$%将其嵌入我院的信息系

统中%使之真正发挥实时监控&预警报告的作用%取

得了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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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0&

!

系统的组成及原理
!

系统主要由
(

个模块组

成%包括*医生感染病例监测模块&手术部位感染监

测模块&重症患者感染监测模块及抗菌药物监测模

块%如图
&

所示'

医院感染监测系统的工作原理见图
!

'按其功

能可分为
)

个部分*病例上报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和

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其工作流程为*#

&

$病例上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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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通过病区医生工作站和门诊医生工作站将感染

病例的信息录入到系统中心数据库中,#

!

$数据采集

系统%按设定的时间定期从医院基础数据库中自动

采集全院所有的感染疑似病例&外科手术病例&重症

病例和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信息%与#

&

$中的信息一起

形成完整的系统中心数据库,#

)

$数据统计分析系

统%以中心数据库为基础%对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的信

息按特定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生成相应的报表,

#

(

$所有上报与采集的数据均保存在数据资源中心

数据库中%为其他的信息共享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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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监测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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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监测系统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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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设计及功能描述

&0!0&

!

系统设计
!

整个系统分为
(

个部分%分别是

数据的自动采集系统&客户端病例上报系统&中心数

据库以及面向特定需求的应用系统%详见图
)

'其

中%自动采集中心可以在后台设定的时间内自动从

医院现存的信息系统#

8GC

&

>GC

和
LGC

等系统$中

提取数据%并记录到中心数据库中'客户端病例上

报系统嵌入到现有的病区医生工作站和门诊医生工

作站中%在医生对患者进行检查诊断后%根据患者是

否有感染%填写病例上报卡%并将上报信息导入到中

心数据库'中心数据库作为感染监测系统的基础资

源中心%可以为其他面向特定应用需求提供数据支

持服务%如可以建立一些分系统%利用这些数据源进

行数据挖掘或二次应用开发'对本系统而言%可以

按一定的指标统计分析全院所有的外科手术或在院

病例感染情况%设计感染暴发预警机制%或按科室

#或医生$用药量对科室#或医生$使用抗菌药物的情

况进行分析&排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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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监测系统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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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描述
!

各模块的基本功能如下'

&0!0!0&

!

医院感染病例监测
!

主要涉及感染患者

资料&疾病诊断&感染情况&易感因素&细菌培养等内

容的录入&查询%以及各类医院感染统计报表,可从

医院信息系统#

8GC

&

>GC

&

LGC

等系统$导入患者基

本资料及感染相关信息'

&0!0!0!

!

手术部位感染监测
!

既可由医院感染管

理工作人员录入外科手术情况%也可以从医院信息

系统#

8GC

&

>GC

&

LGC

等系统$中导入手术信息,从多

个角度监测手术中&手术后的感染情况%自动计算出

感染危险等级&感染率&调整后感染率等%打印监测

报告单和各类统计图表及报表'

&0!0!0)

!

G>7

患者感染监测
!

主要对成人及儿童

G>7

的患者进行目标性监测%计算导尿管使用率和与

导尿管相关的泌尿道感染率&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和

与静脉导管相关的原发性菌血症感染率&呼吸机使用

率和与呼吸机相关的肺部感染率,除此之外%还可根

据患者的不同危险等级来调整感染率的计算'

&0!0!0(

!

抗菌药物监测
!

主要对于抗菌药物的使

用率&联合用药&用药目的等进行监测%可根据各科

室使用抗菌药物的情况&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品

种统计&使用抗菌药物人均费用%对全院各科室的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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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统计排序及抗菌药物使用分布统计等统计相

关的分析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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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

基于以上设计思想%按照软件工程开发模式%以

P2-(+R/%&'(+

和
04!<

为开发工具%基于
>

-

C

架构%

采用
6%1+292B;CSLC(+@(+!""%

及
M+$1&(#%

为后

台数据库%设计开发了一种
8G6C

'该监测软件符

合卫生部新的(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和相关要求%支

持与医院其他系统#例如
8GC

&

>GC

及
LGC

系统$的

数据接口和数据整合%软件安全性高%运行稳定&方

便实用%具备良好的人机互动效果%并具有医院感染

暴发预警功能%其拓扑结构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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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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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8GC

主服务器存放着患者信息&处方信息

等'

8G6C

的
8GC

接口主要是从医院
8GC

系统中

自动提取患者的相关信息%患者的这些信息主要涉

及病区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手术室管理等子系

统'其中病区医生工作站主要提取患者的基本信息

#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入院日期&出院日期&住院费

用&疾病诊断和主治医生等$以及医嘱信息,护士工

作站主要提取患者的体温数据,手术操作系统主要

提取患者的手术项目以及切口类型等信息'

8G6C

的
>GC

系统接口%根据患者就诊号#或住

院号$动态监测医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提供各类动

态分析报表和图表,接口程序能够对医院感染实行

有效控制%自动筛选出体温过高&白细胞总数偏高&

>

反应蛋白#

>EP

$偏高&粒细胞百分数偏高&尿白细

胞偏高&尿沉渣镜检白细胞偏高&脑脊液白细胞总数

偏高&介入性操作等病例信息'

8G6C

的
LGC

系统接口提供与医院
LGC

系统的数据

接口%自动提取细菌培养相关数据%统计医院药敏信息'

安装在病区医生工作站与门诊医生工作站的感

染上报程序%通过院内局域网将感染数据传送到医院

感染系统数据库服务器'

8G6C

部署在医院感染管

理科专用工作站上%负责定期从医院各服务器收集信

息%并保存到感染系统数据库服务器%供感染管理工

作人员对全院感染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事后分析'

数据的自动采集一般会安排在医院
8GC

主服

务器&

LGC

与
>GC

相对空闲的时段#比如凌晨
&

点$%

自动提取感染监控及分析所需的数据%并写入医院

感染系统数据库服务器%不会影响医院现有信息系

统的正常使用,感染上报客户端与医院感染系统数

据库服务器之间也只涉少量数据的交互%不会占用

太多的网络资源%对医院现有的信息系统也基本上

没有影响'而且%

8G6C

只与感染系统数据库服务

器进行数据交互%其本身的执行效率是可以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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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我们结合医院感染监测的实际需求%设计了一

种医院感染监测软件%并在医院的实际感染监测业

务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该系统由信息采集&统计

分析&数据处理&系统设置&联机帮助等部分组成%替

代以往基本靠手工操作的现状%有利于上级部门快

速获取医院感染的各项信息%真实&准确地反映医院

感染管理状况%对于提升医院感染管理水平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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