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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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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重症监护室#

09<

$患者导管相关医院感染的发生情况&方法
!

采用目标性监测方法%于

!""+

年
&&

月,

!""%

年
&"

月对
09<

住院患者的医院感染情况进行监测%同时对使用呼吸机)动静脉插管)留置导

尿管
(

种侵入性操作的使用率及其相关医院感染率进行分析&结果
!

共调查
!!)

人次%发生医院感染
#&

例次%医

院感染例次率为
(+-&+A

&日医院感染发病率为
+'-*(Z

%经病情严重程度#

?404

$调整日医院感染后发病率为

!"-#!Z

&呼吸机)动静脉插管及导尿管的使用率分别为
*&-((A

)

'+-!!A

和
'+-&)A

%所致呼吸机相关肺炎)血流

感染)泌尿道日感染率分别为
)*-&*Z

)

+-!)Z

和
#-'(Z

&呼吸道感染常见病原菌为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

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流感染常见病原菌为白假丝酵母菌)溶血葡萄球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泌尿道感染

最常见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属和白假丝酵母菌&结论
!

各类相关导管的使用是造成
09<

住院患者发生医

院感染最重要的因素%必须制定相应感染预防控制措施以有效降低
09<

导管相关医院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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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

09<

$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抵抗

力差%常使用多种广谱抗菌药物%且留置了多项侵入

性检查与治疗装置#如导尿管)血管内装置和呼吸治

疗装置等$%这些治疗装置有利于对危重患者的抢

救%但也成为病原菌入侵体内的途径%使得患者更容

易发生医院感染!

&"!

"

&我院
09<

空间较狭窄%布局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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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医务人员相对较少%医务人员与患者间的接

触频繁%更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机会&为掌握我院

09<

患者侵入性操作所致感染发生的频度及医院

感染易感因素%我们于
!""+

年
&&

月开始实施
09<

患者医院感染目标监测%以期降低
09<

医院感染的

发生&

5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入住本院综合
09<

接受治疗的患者均为调查

对象%共
!!)

人次&

&-!

!

调查方法
!

对
09<

全部住院患者进行医院感

染监测%凡发生医院感染的病例均填写医院感染病

例登记表%对患者入住
09<

已潜伏或存在的感染不

列入计算&患者由
09<

转出至一般病房时%继续追

踪
)#+

%转出
)#+

内发生的感染仍列为
09<

的医

院感染%并以转床日为感染日期&采用目标性监测

方法!

(

"

%填写
09<

患者日志%每周用
?@?95!000

评分系统!

)

"对
09<

患者进行临床病情等级评定(用

患者平均病情严重程度调整法#

?404

$调整日医院

感染发病率%同时对使用呼吸机)动静脉插管)留置

导尿管
(

种侵入性操作与其相关医院感染进行发病

率计算!

*

"

&

&-(

!

诊断标准
!

按照卫生部
!""&

年颁发的/医院

感染诊断标准#试行$0%并参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及治疗指南#草案$0进行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D?@

$的诊断!

+

"

(血管导管所引

起的相关血流感染除根据血管导管的尖端和血液微

生物培养结果而定外%还需依据医生的临床诊断%若

医生认为其血流感染可能是因为置入血管内装置所

引发的%即使当时未收集患者导管尖端进行微生物

培养或未培养出任何微生物%也列入血管内装置相

关血流感染&

6

!

结果

!-&

!

医院感染发生率及感染部位
!

所调查的
!!)

人次中%发生感染
#&

例次%医院感染例次率为

(+-&+A

&住院日数为
&&+*

%其日医院感染发病率

为
+'-*(Z

(

?@?95!000

病情等级评定总分值为

%)#

%平均病情严重程度为
(-()

%经
?404

调整后日

医院感染发病率为
!"-#!Z

&

#&

例次医院感染中%

下呼吸道感染
*)

例次#

++-+%A

$%泌尿道感染
&(

例

次#

&+-"*A

$%血流感染
%

例次#

#-+)A

$&

!-!

!

导管使用率及其相关感染率
!

见表
&

&发生

D?@!%

例次%动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
%

例次%留

置导尿管致泌尿道感染
&"

例次&

表
&

!

导管使用率及其相关感染率#住
09<

日数为
&&+*

$

B"+/-5

!

3+($

77

&%)$8%,.:$8(6,C)$8+(8(:6$.'$66,)%$8('%."

C()8%,.:$8(6

侵入性操作 使用日数 使用率#

A

$ 相关感染率#

Z

$

使用呼吸机
*'# *&-(( )*-&*

动静脉插管
&&!& '+-!! +-!)

留置导尿管
&&!" '+-&) #-'(

!-(

!

相关感染部位细菌分离情况
!

留置导尿管相

关感染检出病原菌者
&&

例%其中检出大肠埃希菌
(

例#

!%-!%A

$%肠球菌)光滑假丝酵母菌各
!

例

#

&#-&#A

$%白假丝酵母菌
&

例#

'-"'A

$%其他假丝

酵母菌
(

例#

!%-!%A

$(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检出

病原菌者
+

例%其中检出白假丝酵母菌
!

例

#

((-((A

$%溶血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粪肠球

菌)木糖产碱杆菌各
&

例#

&+-+%A

$(

D?@

检出病原

菌者
(%

例%其 中 检 出 鲍 曼 不 动 杆 菌
&*

例

#

)"-*)A

$%铜绿假单胞菌
+

例#

&+-!!A

$%耐甲氧西

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

例#

&"-#&A

$%肺炎克雷伯菌
(

例#

#-&&A

$%白假丝酵母菌
!

例#

*-)"A

$%其他细菌

%

例#

&#-'!A

$&

C

!

讨论

本院
09<

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性约为一

般病房患者的
'

倍#全院平均水平为
)A

左右$%这

与
09<

患者病情严重度高)免疫力差)使用多项侵

入性检查与治疗装置%以及多种广谱抗菌药物的

使用有密切关系&泌尿道)血流及肺部感染的总

和占所有感染部位的
'&-(+A

%可见这
(

个感染部

位的重要性&监测
09<

患者使用各类导管与装置

以及所引起的医院感染发生密度%发现其导尿管)

血管内装置和呼吸治疗装置的平均使用率明显较

一般病房高%其相关的医院感染发生密度也明显

高于
EE04

相关数据!

*

"

&这些侵入性检查及治疗

所使用的各类导管与装置%是造成
09<

住院患者

发生医院感染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大肠埃希菌和

真菌在医院泌尿道感染病原菌中日趋重要%铜绿

假单胞菌和不动杆菌属在医院呼吸道感染的重要

性逐年增加%白假丝酵母菌成为血流感染的重要

+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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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在血流感染的重要

性也值得注意&

本调查中%医院感染例次率为
(+-&+A

%经

?404

调整日医院感染率为
!"-#!Z

%高于其他医院

相关数值&如张莉莉等报道的
!""+

,

!""%

年其

?404

调整日医院感染率为
'-((Z

!

!

"

(台北荣民总

医院的调查结果%其
09<+

年的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A

%日医院感染率为
&(-+'Z

!

%

"

&我院
09<

日

医院感染率比其他医院高较多%提示其整体感染控

制工作有待改进&

本调查结果中%医院感染部位以呼吸道)泌尿

道和血流感染为主(美国
E$8%,.$&5($&8+)$:(4$C("

8

*

E(8M,:N

#

E54E

$监测数据显示其以呼吸道感

染占第
&

位!

*

"

(林金丝等!

%

"的调查资料中则以血

流感 染 #

(&-%A

$居 高%其 次 是 泌 尿 道 感 染

#

!*-'A

$)呼吸道感染#

!!-'A

$&本院呼吸道感

染率较高%与医院全面综合监测结果符合%也与国

内其他医院所做调查结果!

!

"相符%这与
09<

呼吸

机管道使用后处理不当及肺部感染预防措施执行

不力等因素有关&

09<

可以针对监测中存在
D?@

发生率较高的情况%加强对患者呼吸治疗的管理%

同时应监测所有呼吸治疗装置的使用及清洗消毒

处理质量&

本院
09<

导尿管)血管内装置及呼吸机的使用

率较高%考虑与主管医生存在插管的指征掌握不明

确及未及时拔除导管有关&与
E54E

的监测数据

#导尿管相关泌尿道感染)血管内装置所引起的血流

感染以及呼吸机所引起的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分别为

!-)Z

)

(-)Z

和
(-+Z

$

!

*

"相比较%本院
09<

导管装

置所引起的相关感染率非常高%提示本院
09<

监测

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原因并执行具体可行的改善

措施&

根据本院
09<

患者的目标监测结果分析%提出

以下感染管理改善措施'#

&

$制定各项导管及装置相

关感染的预防措施以及各类导管装置的操作程序

#

4S@

$%以便各科室医护人员随时参考&#

!

$让
09<

全体医护人员了解所发生的医院感染情况以及监测

中存在的重要问题&#

(

$定期进行教育培训并制定

严格的考核制度%特别是部分简单易行的预防措施%

如手卫生及患者卧床体位等措施%医护人员应彻底

执行%这也是美国
9I9

强力建议所有医院均需实施

的措施!

#

"

(

09<

也可以请各类相关专科医生#如感

染科)呼吸科)泌尿外科等$讲解各项感染的预防措

施和
4S@

%并现场指导&#

)

$严格按照医院制定的

/重症监护病区感染管理制度0%每月由感染管理科

人员到
09<

考核一次%检查医护人员是否都执行了

上述各类预防措施及其
4S@

%并将考评结果分析反

馈后交该
09<

科室主任%感染管理小组负责处理及

追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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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及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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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洗手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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