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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中医医院血液透析室的管理现状%为进一步提升血液透析质量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

根据

0湖南省血液透析室工作质量检查评分表1对
!&

所中医医院的血液透析室进行现场评估%总分
#""

分%

#

("

分为合

格'结果
!

!&

所受检中医医院血液透析室合格
#*

所%合格率
(!/"+J

%其中
(

所三级医院均合格%合格率
#""J

*

!)

所二级医院合格
#!

所%合格率仅
'!/#+J

'结论
!

大多数血液透析室的建设和管理需加强和改进%以杜绝安全

隐患'

"关
!

键
!

词#

!

血液透析*医院感染*管理*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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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血液透析相关感染的报道不断增

多%特别是一些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血液

透析患者的安全问题得到重视%加强血液透析室的

建设和管理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当前%有关中医

医院血液透析医院感染管理的报道较为少见'为了

解中医医院的血液透析治疗现状%笔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并提出相应对策%现报告如下'

2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湖南省已开展血液透析诊疗活动

的
!&

所中医医院%包括
(

所三级医院%

!)

所二级医

院'

#/!

!

调查方法
!

以0湖南省血液透析室工作质量检

查评分表1对已开展血液透析诊疗活动的
!&

所二级

以上中医医院进行现场调查'调查组成员为省级各

中医医院的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调查前对所有

调查组成员进行集中培训%统一检查标准'总分为

#""

分%其中场地要求
#'

分&专业技术人员要求
#)

分&设备管理
#!

分&血液透析用水及透析液管理
!"

分&透析器复用管理
!"

分&规章制度管理
#+

分&质量

管理
)

分'根据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分%得分
#

("

分为合格%

'#

(

'&

分需限期整改%

$

'"

分需停业'

#/)

!

统计方法
!

计数资料采用
!

!检验或确切概率

计算法计算'

3

!

结果

!/#

!

综合评价
!

!&

所中医医院中有
!

所医院的场

地要求&布局分区&人员设备配置和技术水平等均不

能达到血透工作开展的要求%需停业*

&

所医院需限

期整改*评估总分
%

("

分的医院有
#*

所%但仍然存

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

所三级医院的合格率为

#""/""J

*

!)

所二级医院的合格率为
'!/#+J

%两合

格率间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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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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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医医院血液透析室管理综合评价情况 #所$

医院级别 检查数 合格 限期整改 停业 合格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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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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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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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室各分项目检查情况

!/!/#

!

场地情况
!

)+/&)J

#

##

,

!&

$医院的场地和

布局不符合要求%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血液透析业务

用房及辅助用房均不足*限制区&半限制区&非限制

区不能严格区分%患者与工作人员共用通道'

!/!/!

!

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

''/#+J

#

#(

,

!&

$的医

院无专科发展规划和人员培训计划%大部分医务人

员未参加血透专科培训%而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参加

率更是微乎其微'

%#/)*J

#

#!

,

!&

$的医院未配备专

职技术员或兼职技师'

!/!/)

!

设备管理情况
!

%*/!*J

#

#%

,

!&

$的医院对

血液透析机或水处理设备或一次性医疗用品%索证

不全或证件过期*

''/#+J

#

#(

,

!&

$的医院抢救设备&

急救药品配备不齐或多个科室共用%个别医院抢救

药品过期'

!/!/%

!

血液透析用水及透析液管理情况
!

!+/'&J

#

*

,

!&

$的医院未按要求对透析用水进行内毒素含

量&残余氯&电导率的监测和每批次透析液溶质浓度

的监测%其中
#)/+&J

#

%

,

!&

$的医院监测资料弄虚

作假'

!/!/'

!

透析器复用管理情况
!

有
%#/)*J

#

#!

,

!&

$

的医院透析器复用%其中
%#/(+J

#

'

,

#!

$的医院复

用间环境以及透析器的储存不合要求%或复用过程

中未对血液透析器进行相关检测'

!/!/(

!

规章制度管理
!

%*/!*J

#

#%

,

!&

$的医院未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消毒隔离意识淡薄%知识缺乏%

未正确掌握消毒液浓度配制及环境卫生学监测方法

等*

#"/)%J

#

)

,

!&

$的医院消毒剂过期'

#+/!%J

#

'

,

!&

$的医院未落实新患者首次血液透析前作丙型肝

炎病毒#

8<F

$&乙型肝炎病毒#

8KF

$&人免疫缺陷

病毒#

8EF

$实验室检查和定期复查制度以及
8<F

&

8KF

阳性血液透析患者登记制度*

#"/)%J

#

)

,

!&

$

的医院工作人员未体检及接种疫苗等'

!%/#%J

#

+

,

!&

$的医院未定期进行空气&物体表面和医务人员手

的采样细菌培养%或微生物数量超标未进行复查'

)+/&)J

#

##

,

!&

$的医院血透机未按每台次消毒'

'#/+!J

#

#'

,

!&

$的医院一次性用品和无菌物品保存

不合理%清洁物品和无菌物品混放%有过期现象'仅

)/%'J

#

#

,

!&

$的医院洗手设施齐全%其他医院手卫

生设施不全%均无干手设施*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

差'

!+/'&J

#

*

,

!&

$的医院职业防护意识差%职业防

护用品缺失'

)%/%*J

#

#"

,

!&

$的医院有传染性的乙

型肝炎&丙型肝炎患者%透析机未能专机专用'

(!/"+J

#

#*

,

!&

$的医院医疗废物处置待规范'

!/!/+

!

质量管理情况
!

%%/*)J

#

#)

,

!&

$的医院血

液透析室无质控小组或形同虚设%或职责分工不明

确%环节质控和持续改进措施不力'

!/)

!

分项评分情况
!

血液透析用水及透析液管理

的合格率最高%为
+!/%#J

%而透析器复用管理合格

率只有
'*/))J

'不同分项合格率之差异有显著性

#

!

!

.#+/!'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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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3

!

!&

所中医医院血液透析室管理分项评分情况

项目 合格医院#所$ 合格率#

J

$

场地要求#

#'

分$

#* (!/"+

专业技术人员要求#

#)

分$

#) %%/*)

设备管理#

#!

分$

#) %%/*)

血液透析用水及透析液管理#

!"

分$

!# +!/%#

透析器复用管理&

#

!"

分$

+ '*/))

规章制度管理#

#+

分$

#' '#/+!

质量管理#

)

分$

#( ''/#+

!&

透析器复用医院
#!

所

4

!

讨论

随着血液透析疗法的大量应用%血液透析中心

发生的感染已成为世界性的严重问题'血液透析感

染包括细菌&病毒&真菌等感染%感染发病率高%对患

者危害严重%特别是病毒性肝炎等经血传播疾病的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

#$!

"

'有报道!

)

"

%血液透析患者

8KF

&

8<F

&庚型肝炎病毒#

84F

$感染率分别高达

!'/'*J

(

+*/%"J

&

)/)"J

(

*"J

&

)J

(

!(J

'尤

其是当医院条件简陋%功能与任务不相适应时%存在

很大的医疗风险'

本调查发现
!

所医院根本不具备开展血液透析

诊疗资质%存在严重问题%已通报停业整顿'针对其

他医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整顿措施'不严格执

行消毒隔离制度%透析机&透析器不消毒或消毒不

严%反渗水系统消毒处理不及时%未定期开展自检工

作*透析操作前肝功能和肝炎&艾滋病感染情况检测

不及时或根本不检测%

8KF

&

8<F

等感染者未隔离

治疗&处置&复用等%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

%

"

'调查

中很多医院同样存在这些问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消毒&灭菌&隔离和无菌操作是预防和控制血液透析

室感染的基础工程%血液透析室的管理必须规范化&

制度化%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落实各项有效措施'

调查发现透析器复用管理合格率只有
'*/))J

%

部分医院不能严格遵照0血液透析器复用操作规范1

执行%甚至有的医院透析量达
%""

(

'""

台次,月%其

复用条件相当简陋%无专用的复用室和复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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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
!""+

年上述
!

种细菌构成比均较
!""(

年显著

降低%可能与颁布0中国抗生素应用指南1后%抗生素

被严格管理%使用更趋规范%

!

种细菌感染减少有关'

!

种细菌对除头孢他啶外的其余抗菌药物的耐

药性在
E<@

与非
E<@

差异均无显著性#

7

%

"0"'

$%

反映出鲍曼不动杆菌与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天然高

度耐药性'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头孢他啶的耐药

率%

E<@

显著高于非
E<@

%这与
E<@

危重患者多数

反复使用头孢类或亚胺培南等药物后迅速诱导产生

R#

及
R!

型
1

"

内酰胺酶有关'

我院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的敏感率约为

&*J

%高于史俊艳!

+

"等报道的
!+#*

株鲍曼不动杆

菌对亚胺培南的敏感率仅为
("/'J

%其对第三代头

孢菌素&氨基苷类&复方磺胺甲口恶唑的耐药率与陈玉

玉!

)

"

&杨凤华!

*

"等同期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史俊

艳!

+

"等认为这与不同医院临床用药习惯不同有关'

我院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替卡西林
("/""J

(

+#/%)J

的较高敏感率与曲朋!

&

"报道的
#""J

耐药

差异巨大*对复方磺胺甲口恶唑
&!/""J

(

#""/""J

的敏感率与赵德军!

#"

"

&邓笑伟!

'

"等报道的
+*J

(

+*/(J

的敏感率差异也很大%同时邓笑伟发现同在

北京地区%不同三甲医院感染菌株耐药性存在较大

差异%且不同医院的感染菌株大多数在细菌分型上

不同%并非来源于同一菌株%这与不同病区使用抗菌

药物的种类和频率不同有关'

综上所述%鲍曼不动杆菌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耐药情况严重%各医院间差异很大%临床医生必须熟

悉本地区及本医院的用药习惯以及细菌耐药特点与

变化%才能选择合理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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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任何破膜&漏气检测手段和消毒剂含量测定'这

样很容易造成与复用有关的不良事件'必须加强透

析器复用管理%对使用过的血液透析器须经过冲洗&

清洁&消毒等一系列处理程序并达到规范要求后%才

能再次应用于同一患者进行透析治疗!

'

"

'

通过本次调查%多数医院已通过自查自纠等手

段%对血液透析室的投入逐步加大%使布局和流程日

趋合理'有资料证明%持续质量改进是降低维持性

血液透析患者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率的有效措

施!

(

"

'提升血液透析室的质量管理%应从完善院&科

两级质量控制体系着手%加强环节质控%定期分析并

讨论质控问题%持续改进%同时注重持续质量改进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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