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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感染监测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少数感染

病例由于在获得及发生感染的地点与时间上和人们

熟知的医院感染定义在字面上不完全吻合%即发生

在本医疗机构之外%而常被否定其医院感染的诊断%

并被排斥在医院感染管理之外%直至引起暴发&几

年来%我们经过仔细地调查%对被排除医院感染的病

例进行了客观地分析%其中不乏应认定为输入性医

院感染#

/332:2(6(-5-+-#%$&%(32+6%-(

$者&面对此

种情况%为提升对医院感染的控制和管理水平%有必

要复习与强调涉及输入性医院感染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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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输入性医院感染#

像传染病有输入性病例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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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同

样也有输入性病例问题&当患者在甲医疗机构获得

医院感染%因治疗的需要而转入乙医疗机构%其发生

的医院感染亦随原有基础疾病一起进入乙医疗机

构%或者在转入乙医疗机构
)#9

内出现医院感染%

而医院感染的获得与乙医疗机构无直接关联者%则

应视为输入性医院感染&

某院骨科自外院转入一例右侧胫腓骨粉碎性骨

折合并创面与局部软组织感染患者%入院当日采集

的分泌物标本培养出鲍曼不动杆菌%该菌除对头孢

哌酮*舒巴坦#舒普深$+中介耐药,外%对其他用于

药敏试验的所有抗菌药物均+耐药,&所转入的医疗

机构对这位伴有感染的患者在管理上并未予以应有

的关注%科室医护人员并未按医院感染的要求加以

管理&结果在该病区先后发生
)

例同一病原菌并具

有同样耐药特征的创面感染&此事例再次提醒我

们%无论是在本单位获得的%还是外单位转入的医院

感染患者%都同样具有感染性%同样可能传播感染&

此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在管理与控制上均应

按要求完全落实&

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中%关于+医院感

染定义的说明,指出%本次感染直接与上次住院有关

则属于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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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说明%如果患者两次入住

在两个不同医疗机构的话%上次住院时获得医院感

染%经过一个适当的潜伏期后发病%假如其潜伏期较

长%而在本次住院时则容易淡化和上次住院的联系&

对本次入住的医疗机构来说%就是输入性医院感染&

在输血相关性医院感染#如艾滋病'丙型肝炎与乙型

肝炎$中较常遇到&几年前%一位患丙型肝炎的女患

者入住我院后%经询问病史注意到%此次患病前
*

个

月曾因接受子宫切除术在某区级医院输过新鲜血

)""#C

%后经追踪调查%

!

位供血者中有一位为丙型

肝炎病毒#

4AD

$感染者&可见%前一医院是患者获

得
4AD

感染的场所%后一医院是诊断与收治丙型

肝炎患者的场所&从医院感染管理的角度看%对后

一医院而言%这应是一例输入性医院感染&

同样%在同一医疗机构内%发生医院感染的患者

由甲科转入乙科%对乙科而言%亦应视为输入性医院

感染&某院内分泌代谢科救治一例高渗性昏迷糖尿

病患者%

)

天后并发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肺

炎%遂转至呼吸内科治疗&对呼吸内科而言%此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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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判定为输入性医院感染%其获得感染的科室为

内分泌代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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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输入性医院感染%的意义

当患者获得或发生医院感染的场所与发生感染

后的逗留场所不在同一医疗机构%对后一医疗机构而

言%即为输入性医院感染&如果要计算医院感染发生

率%其应该纳入获得医院感染的原医疗机构#或临床

科室$计算%而不应纳入所逗留的医疗机构中计算)如

果从医院感染管理角度来讲%当前的逗留场所应该同

在本医疗机构发生的医院感染一样%按同样的程序与

要求实施医院感染管理%不可出现管理缺位现象&经

验表明%由耐药菌引起的输入性医院感染病例尤需加

强管理%以控制第二代医院感染病例及其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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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认识上的不足&主动弥补管理上的缺失&有

利于不断提升监测与管理质量

从医院感染全局上看%输入性医院感染所占比

例虽少见%容易被医院感染专职人员+另眼相看,%但

它在医院感染管理与控制上的缺失却不能忽略&首

先要认识到输入性医院感染的客观存在%在各级医

疗机构中%在转院或转科过程中%把存在医院感染的

患者转出或转入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交接患者病情

时%一定要交接有无医院感染#包括感染由何种病原

微生物引起%主要感染部位在哪里$%使接受患者的

医疗机构和*或有关科室继续做好相应治疗与管理%

以防止感染扩散与传播&那种认为输入性病例只是

个别案例%对全局性管理的影响有限%可以忽略不计

的想法是错误的&

要强调在报告医院感染病例时%如系输入性病

例亦应报告%不过在报告时一定要注明其获得场所

或可能的获得感染场所%在统计时则不宜计入当前

所逗留的科室#或医疗机构$&而在管理上要与对待

本机构或本科室获得的医院感染病例一样%建立能

包罗输入性医院感染病例的管理程序%做到管理上

能全方位覆盖%不留空缺%以保持高质量的医院感染

管理水平&

将输入性医院感染病例纳入管理%是主动完善

管理程序%适应患者在不同医疗机构中流动必须应

对的客观实际%有利于控制医院感染的扩散或流行&

如果既往已做好输入性医院感染病例的监测与管

理%今后保持此程序即可)如果既往尚未开展输入性

医院感染病例的监测与管理%则应创造条件%果断弥

补这一缺失&

至于输入性医院感染病例是否需要专门列项加

以统计%视不同医疗机构在管理上的需要而定&个

人认为%把输入性医院感染病例混杂到整个医院感

染病例之中%不利于评价医院感染控制和管理的效

果&至少先应在统计中加以说明%并在计算相关的

+率,时予以剔除#注意(由输入性医院感染病例传播

而在本医疗机构发生的第二代病例仍应纳入统计之

中$&要防止过宽认定输入性医院感染病例%人为降

低与医院感染相关的+率,%形成某种假象&

以上认识不可能客观与全面%仅为进一步讨论

抛砖引玉而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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