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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伴随医院产生%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

还是在发达国家%都是当前医院管理中的难题'医

院感染不仅威胁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同时也影响医

院的医疗质量%阻碍高新技术的开展%延长住院时间

和增加医疗费用%给患者&医院和国家造成巨大经济

损失'加强医院感染研究%有效预防与控制医院感

染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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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的由来及其危害

&0&

!

医院感染的由来
!

医院感染研究起源于医院

的交叉感染'那时截肢的死亡率高达
'"H

%而产褥

热更是司空见惯%医务工作者不得不思考医院内感

染产生和传播的原因'大约
&,(+

年%维也纳一家医

院的产科医生塞麦尔
"

维斯#

C(##(&"D(%99

%

&,&,

"

&,'%

$通过系统研究%发现了产褥热发生的可能原因

及传播方式%并提出控制产褥热传播的措施%取得了

显著效果%被公认为医院感染管理领域的先驱'

&#!,

年%英国弗莱明#

Q&(#%)

*

$发现了青霉素%

医院感染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此%抗生

素应用于医学领域%对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发挥了

空前的作用'但人们很快发现%细菌的毒力与耐药

性也在不断增强'

!"

世纪
+"

年代后期%免疫抑制

剂应用于器官移植%加上为诊断和治疗目的而采用

的各种侵入性操作%使医院感染变得复杂而难以

预测'

&0!

!

医院感染的常见原因
!

包括住院患者间的相

互感染,条件致病菌引发的自身感染,不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导致的耐药菌株感染,执行消毒隔离制度不

严格引发的医源性感染等'还有研究表明!

&

"

%患者

的年龄#高龄$&住院天数&应用免疫抑制剂&癌症&慢

性疾病及侵入性操作的实施都是造成医院感染预后

不良的显著危险因素'现阶段%多数学者认为%手部

卫生是直接导致医院感染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0)

!

医院感染的流行及其危害
!

尽管医疗技术在

进步%但医院感染始终难以控制%仍然是影响住院患

者死亡率及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

!""%

年
#

月%某

医院
!%

名输血者中
&,

人被确认为感染
8GJ

,

!""%

年
&!

月%某医院眼科为
&"

名患者行白内障超声乳

化%致使患者眼部感染%其中
#

人行眼球摘除手术%

另一名患者施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文献报道!

!

"

%直

接归因于医院感染死亡的病例约占医院感染病例的

%H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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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现状
!

据文献报道!

)$(

"

%在世界不同

人群及不同的检测条件下%目前医院感染率平均在

)0!#H

"

&,0)H

'而在特殊人群如儿童&老年人中%

医院感染发生率偏高%且预后较差%致死率可达

%0#H

!

%

"

'耐药菌感染!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

菌#

6ECF

$感染"比例逐年升高!

'

"

'国外医院感染

率一般在
%H

"

&%H

'

我国医院感染监控网从
!""&

年开始%每
!

年开

展一次全国性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现患率在
%H

左右'尽管医院感染的总趋势有所下降%而在一些

特殊科室如重症监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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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率可达平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IG)B(1;>2);+2&J2&#42!6$+!"&"



均水平的
(

"

%

倍!

+$,

"

'此与进入
G>7

前使用多种

抗菌药物&有创检查及治疗措施的应用增多有关'

医院感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细菌耐药性强%多重耐

药比例高!

#

"

'目前%大部分
5

$菌对传统的常用抗

菌药物如氨苄西林&哌拉西林&诺氟沙星&头孢唑林

的耐药率达到了
,&0'H

及以上!

&"

"

,我国报道大肠埃

希菌对喹诺酮类药的耐药率为
%"H

%而在发达国家

耐药率仅
&"H

!

&&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的

医院感染情况日趋复杂%且治疗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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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控制及其研究进展

!0&

!

国外医院感染控制现状
!

医院感染一词来源

于国外医学领域'

&##"

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

际医院感染管理学术会议%研讨了医院感染管理有

关问题%如医院感染造成的损失&医院卫生学&细菌

的耐药性等'标志着医院感染控制已发展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体系'西方国家早已对医院感染开展目标

性监测%通过对医院感染管理的计算机化和纳入医

疗质量考核%使医院感染控制取得明显进展'普遍

预防的实施与植入物等相关感染的预防&分子生物

学检验方法的应用%使医院感染的临床流行病学研

究达到了一定水平'近年来%日本在消毒隔离方面%

严格要求一处置一洗手,在医疗护理操作中%规定与

体液接触时必须戴相应的一次性手套%为患者做治

疗&护理时如有污染工作服的可能%必须穿一次性防

护衣&一次性塑料薄膜围裙,医务人员在操作中如被

带血的针头刺伤%除进行彻底的局部消毒外%还要检

查患者是否为感染症%并对被刺伤的医务人员实施

注射免疫球蛋白等紧急预防措施和长达
&

年的定期

采血监测感染指标!

&!

"

'新加坡的国大医院同样非

常重视洗手设施及洗手方法%防范交叉感染,注重提

高医务人员自我防护意识%教育工作人员用后的针

头&刀片不可用手装卸%各种污染的针头及锐器用后

均放入一次性黄色塑料丢弃盒内送交特殊污物处理

站,各个科室均设有一间隔离室%以隔离疑有传染病

或特殊感染的患者,注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根据药

敏结果选择有效抗菌药物,实验室资料均输入全院

联网的计算机%特别注意
6ECF

的监测,同时%对所

有患者行血清及一般细菌检查%以确认有无感

染!

&)

"

'

!0!

!

国内医院感染控制进展
!

我国自
&#,'

年以

来%卫生部对该项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有关

专家组成的医院感染监控研究协调组%尔后又组建

了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网%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建立

了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将医院感染管

理列为医院分级管理的重要内容%使医院感染管理

工作迅速步入正轨'

!"

世纪
#"

年代后相继颁布

(消毒技术规范)&(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医

院感染管理规范)&(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

律法规明确了医院感染监控任务&专职人员职责及

诊断标准,加强医院感染重点科室和重点环节管理%

部分医院在综合性监测基础上进行了目标性监测%

建立了一套系统而科学的医院感染管理体系'

7

!

医院感染经济损失研究之现状

)0&

!

国外医院感染经济损失相关研究
!

&#)(

年%

国外就有学者开始对医院感染的经济损失进行调

查'但对医院感染损失的经济学研究文献报道来自

美国
!"

世纪
+"

年代'国外医院感染直接经济损失

研究的额外支出费用主要包括床位费&重症监护费&

血液和生化检验费&微生物检查费&放射检查费&抗

菌药物费用&其他药费&额外的手术费用和医护人工

费用等!

&(

"

'经济损失研究结果!

&%$&+

"显示%每例医

院感染的额外费用在
&"""

"

(%""

美元%平均
&,""

美元%但在儿科病房特别是新生儿病房额外费用可

以超过
&""""

美元'部分研究显示!

&,

"约有一半的

费用花在抗菌药物上%还有一些隐含费用如静脉治

疗费&医护人员成本费&血药浓度监测&血液和生化

检测&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处理等费用必须考虑进去'

)0!

!

国内医院感染经济损失研究现状
!

目前我国

关于医院感染损失的经济学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在综合性医院的医院感染经济损失研究中%平均每

例医院感染患者经济损失为
!'&%

"

'+%)

元#人民

币$%住院日延长
+0!

"

!&0%'

%某些病种或部位如下

呼吸道医院感染的经济损失达
))%'

"

&,),'

元不

等!

&#

"

'对大庆某三级甲等医院
!""(

年
&

.

&!

月份

出院的
,+

对病例#按
&0&

比例配对$调查显示%平均

每例医院感染患者多支出
,!%&

元%延长住院日
,

'

'以上所探讨的经济损失是指与医院感染事件直

接相联系的%能用货币直接估算的损失%如因医院感

染而消耗的药品&材料&物质等方面的直接经济损

失%详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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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某医院平均每例医院感染患者的直接经济损失#元$

费用项目 病例组 对照组 差值
AL 9 2

药品费
%(%+0"" !!!&0+" )!)%0)" !0(' (0,!

#

"0""&

检验&检查费
&)+%0%" (("0"" #)%0%" )0&) (0##

#

"0""&

处置费
&+,)0"" ,+#0"" #"(0"" !0") (0%!

#

"0""&

其他
))#"0"" '#%0"" !'#%0"" (0,, %0+,

#

"0""&

总平均费用
&!#%%0'" (+"(0"" ,!%&0'" !0+% %0++

#

"0""&

H

!

医院感染防范策略

(0&

!

健全医院感染管理网络与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

将医院感染管理纳入医院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实

行三级医院感染管理网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消毒技术规

范)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医院感染质量管理

体系'将每个工作环节的质量要求及其检查评定形

成标准化体系%完善监督检查&评价制度%持续改进

医院感染管理质量'

(0!

!

加强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培训
!

制定具体年培

训计划%开展分层次&分岗位培训%如调入和进修人

员的岗前培训&临床医生与护士培训&卫生员的培训

等%有效提高各类人员的医院感染知识水平%为达到

全方位防范医院感染奠定基础'

(0)

!

结合医院实际#实行系统化管理

(0)0&

!

加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管理
!

检验科在开

展病原体检测基础上%每季公布医院流行病原菌株

和主要耐药菌株的药敏试验结果'制定切实可行的

0临床路径1%严格控制预防用药%限制抗菌药物使

用,执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规定%在有效的情况下首

选窄谱&常用&价廉的抗菌药物'

(0)0!

!

加强消毒隔离管理
!

成立感染性疾病门诊%

加强对门诊患者的分诊,监督医疗废物分类%减少医

源性污染'专职人员经常深入科室%对其消毒隔离

工作进行督导%每月定期检查与考核消毒隔离工作

执行情况%做到奖惩分明'

(0)0)

!

加强医院感染监测和信息反馈
!

医院感染

专职人员每月汇总与分析病例监测&微生物学监测

等各类监测结果%每季出一期医院感染监测简报%呈

报相关领导并反馈至各科室%提出整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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