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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糖尿病因素对医院感染特征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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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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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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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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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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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某院内科医院

感染病例为研究对象%以是否存在糖尿病因素分为研究组#有糖尿病$和对照组#无糖尿病$%分析两组基础疾病&感

染部位&易感因素&侵袭性因素和病原菌分布情况的异同'结果
!

研究组较少合并肿瘤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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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发生

泌尿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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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有化学治疗#

7."/"#

$&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

7."/""

$和免疫抑制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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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因素%较多进行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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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生肠球菌属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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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糖尿病因素对医院感染特征有一定影响%提示在关注所有医院感染易感因素时%对于糖尿病患者尤其要注重

血液透析的管理和预防肠球菌泌尿道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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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糖尿病因素对医院感染特征的影响%笔

者对本院内科
!""(

年
+

月/

!""*

年
(

月医院感染

病例的基础疾病&感染部位&易感因素&侵袭性因素

和病原菌分布进行了分析%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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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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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

本院内科
!""(

年
+

月/

!""*

年
(

月间发生医院感染的病例%以是否存在糖尿病因素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
)"%

例#均为
!

型糖

尿病患者%属主要诊断
#&

例%次要诊断
!*'

例$%其

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

#!/'!

$岁*对照组
##*"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

$岁'两组性别&年龄差

异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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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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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分析两组医院感染病例基础疾病分布

+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E)D=0;<.);>.&F.&&3.)N$

,

!"#"



#按
E<H"#"

诊断标准$&感染部位分布&易感因素#包

括肝硬化&营养不良&白细胞减少&免疫受损&放射治

疗&化学治疗&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因素$&侵袭性因素#包括导尿&血管置管&使用呼吸

机&气管切开&气管插管&使用纤维支气管镜&血液透

析&人工装置和各种穿刺$以及病原菌分布情况%比

较研究组和对照组各指标分布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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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诊断标准
!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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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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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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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

按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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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颁布的

0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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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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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作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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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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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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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疾病分布分析
!

研究组病例合并基础疾

病前
'

位分别为神经系统疾病#

)'/')J

$&肿瘤

#

#'/#)J

$&呼吸系统疾病#

#%/%+J

$&心血管系统疾

病#

##/*%J

$和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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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组与对照组合并基础疾病分类比较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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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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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因素分析
!

两组易感因素比较%肝硬化&

营养不良&免疫受损&白细胞减少和放射治疗因素无

统计学意义*化学治疗&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和免

疫抑制剂因素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

'

!/)

!

侵袭性因素分析
!

两组的侵袭性因素比较%导

尿&血管置管&使用呼吸机&气管切开&气管插管&使

用纤维支气管镜&人工装置&胸腔穿刺&腹腔穿刺和

蛛网膜下腔穿刺因素无统计学意义*血液透析

#

IM.!/*!

$因素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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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部位分布分析
!

研究组医院感染部位前

'

位分别为下呼吸道&泌尿道&血液系统&胃肠道和

上呼吸道'两组的感染部位比较%下呼吸道&血液系

统&胃肠道&上呼吸道无统计学意义*泌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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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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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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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病原菌感染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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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

别为假丝酵母菌属&克雷伯菌属&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埃希菌和肠球菌属'两组病原菌感染率比较%

肠球菌属感染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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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病

原菌感染率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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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与对照组感染危险因素&感染部位及病原菌感

染率对比分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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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糖尿病是医院感染的易感因素已成为共识'糖

尿病患者感染主要与其高糖状况&机体防御机制减

弱&糖尿病并发症等因素有关!

#

"

))&$)%"

'既往研究多

在糖尿病患者范围内%选择糖尿病不发生医院感染

的病例为对照组%显示的糖尿病医院感染流行病学

特征有可能是医院感染患者所共有的特征%很难说

明糖尿病作为易感因素对医院感染病例感染特征的

影响'而本研究在医院感染患者的范围内%以是否

存在糖尿病作分组对照%分析糖尿病因素对医院感

染病例特征的影响'

医院感染者基础疾病分布研究显示%研究组较

少合并肿瘤疾病#

7."/""

$%即对照组基础疾病分

布以肿瘤为主%而研究组合并神经系统&呼吸系统&

心血管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等疾病与对照组的基础

疾病分布并无区别'易感因素分布研究显示%研究

组较少有化学治疗#

7."/"#

$&使用肾上腺糖皮质

激素#

7."/""

$和免疫抑制剂#

7."/"#

$等因素%对

照组则较多出现'医院感染人群分布研究显示%接

受肿瘤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及激素治疗人群的感染

率高!

#

"

(!

'考虑与基础疾病分布相适应%上述情况

与对照组肿瘤患者较多有关'

感染部位分布研究显示%研究组下呼吸道

#

%&/(+J

$和泌尿道#

!)/)(J

$感染位居前
!

位%从

位次来看%研究组与对照组并无区别%但从部位感染

率来看%研究组则较多发生泌尿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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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医院感染

的常见部位为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及皮肤

等!

!$)

"

'泌尿道感染与高糖状态下泌尿道的组织适

合细菌繁殖%以及留置尿管时间过长使尿道黏膜损

伤%为细菌生长繁殖提供了条件有关!

%

"

'本研究结

果显示%糖尿病因素较其他易感因素对医院感染病

例泌尿道感染的发生有较大影响'

有学者认为%侵入性诊疗操作的实施等是糖尿

病患者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

"

'本研究侵袭性因素

分析显示%导尿&血管置管&使用呼吸机&气管切开&

气管插管&使用纤维支气管镜&人工装置&胸腔穿刺&

腹腔穿刺和蛛网膜下腔穿刺等因素%两组均无统计

学意义*只有血液透析#

7."/""

%

IM.!/*!

$因素

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对于医院感染病例%不管是否

存在糖尿病%侵袭性因素危险度可能相似'一般认

为%糖尿病患者多伴有血管病变%累及大&中血管和

微血管%引起血管结构和功能异常%导致局部血流减

慢%组织血液供应减少%影响对感染的反应能力'考

虑糖尿病后期可并发糖尿病肾病%而血液透析为糖

尿病患者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因此%必须重视糖尿病

患者血液透析的管理'

病原菌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组以真菌感染为主%

但与对照组比较%位次相同%感染率无统计学意义*

而研究组肠球菌属感染位次较对照组排位靠前#研

究组第
'

位%对照组第
#"

位$%感染率亦高于对照组

#

7."/"#

%

IM.!/"(

$'本院内科医院感染病例%

研究组与对照组真菌感染率均列首位%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说明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广谱抗

菌药物%不论是否存在糖尿病因素%均可引起菌群失

调及真菌感染'研究组肠球菌属感染病例中%泌尿

系统感染占
*'/""J

%提示研究组发生较多肠球菌

性泌尿道感染'

综上所述%医院感染病例不论是否存在糖尿病

因素%其临床流行病学有很多相似性%但糖尿病因素

对感染特征仍存在一定的影响'提示在关注所有医

院感染易感因素时%对于糖尿病患者尤其要注重血

液透析的管理和预防肠球菌泌尿道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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