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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某院医院感染患病情况%为医院感染管理与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

采取床旁调查和查阅住

院病历相结合的方法%对该院
!""#

年
%%

月
!'

日的住院患者进行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结果
!

调查住院患者

%+')

例%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

%例次现患率为
(-(!/

&医院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为主%占
&)-#"/

&当日抗

菌药物使用率为
)"-!"/

%预防用药占
)&-")/

%治疗用药者病原学送检率为
!'-#!/

&使用免疫抑制剂+化学治

疗+气管切开+留置引流+泌尿道插管+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患恶性肿瘤是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
!

医院感

染横断面调查可为有效开展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提供依据&

!关
!

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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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

0%*%-&

-

!

!!

!文献标识码"

!

1

!!

!文章编号"

!

%'+%$#'&*

#

!"%"

$

"($"!()$"&

U,-%./#

)

+/#',',,'.'*'&#+(#,3%*/#',

"

1%-+(%,*%+,$1#.R3+*/'1.#,+*'&4

"

1%6%,.#-%6'.

"

#/+(

F%&Q.*+,.<+

0

%

($&1)*

%

#P'3),M.)

%

12:/+

%

'6:/)

%

N2?*),+)

#

D*+

0

C3><-

E

);*4

%

F<3@;.

N)4);*@

S

N/C)I*42+)B/@-);

S

%

1)J*++%""&*

%

?.)+*

$

!

89./1+*/

"

!

:9

;

%*/#-%

!

2+%345*6%

7

$653+*+.+#%$&%395.6%+3

#

G=

$

:

;54$&53.5%3$(+*

:

%6$&

%

*+$*6+

:

;+4%85;595;53.5

9+;G=.+36;+&-<%/6'$.

!

2(5?58"*%85*,;45

@

$38(+*

:

%6$&;5.+;8*.(5.L,

:

'5;56$L536+*,;45

@

G=

:

;54$&53.5

;$65*%3%3

:

$6%536*'%6($.;+**"*5.6%+3$&#56(+8+3G+45#?5;!'

%

!""#-=%.2(/.

!

%+')%3

:

$6%536*'5;5%345*6%

7

$658

%

G=

:

;54$&53.5;$65'$*(-%#/

%

.$*5

:

;54$&53.5;$65'$*(-(!/-2(5#$%3*%65+9G='$*&+'5;;5*

:

%;$6+;

@

6;$.6

#

&)-#"/

$(

2(5,*$

7

5;$65+9$36%#%.;+?%$&$

7

536*'$*)"-!"/

%

)&-")/+9'(%.('$*

:

;+

:

(

@

&$.6%.,*5

%

!'-#!/

+9%3

:

$6%536*'(+;5.5%458$36%#%.;+?%$&$

7

536*'5;585&%45;58*$#

:

&5*9+;

:

$6(+

7

53%.8565.6%+3-U3%4$;%$65$3$&

@

*%*

*(+'586($6%##,3+*,

::

;5**$36

%

.(5#+6(5;$

:@

%

6;$.(5+6+#

@

%

%38'5&&%3

7

8;$%3$

7

5

%

,;%3$;

@

.$6(565;%B$6%+3

%

7

&,"

.+.+;6%.+%8

%

$38.$3.5;'5;56(5;%*L9$.6+;*9+;G=->',*(2.#',

!

2(5.;+**"*5.6%+3$&%345*6%

7

$6%+3.$3+995;54%853.5

9+;6$;

7

56*,;45%&&$3.5+9G=-

!

?%

0

5'1$.

"

!

3+*+.+#%$&%395.6%+3

(

.;+**"*5.6%+3$&%345*6%

7

$6%+3

(

;%*L9$.6+;*

!

D(%3=395.6D+36;+&

%

!"%"

%

#

#

(

$'

!()$!(+

"

!!

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是利用普查或抽样调查%

收集某一时点或时间内实际处于医院感染状态的病

例资料%从而描述医院感染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方

法!

%

"

%可用于医院感染长期趋势研究及控制效果评

价&我院是集临床+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

医院%为了解医院感染发生情况%于
!""#

年
%%

月

!'

日进行了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现报告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

年
%%

月
!'

日
"

1

!(

时所有

住院患者%包括当日出院+转科+死亡患者%不包括当

日新入院患者&

%-!

!

调查方法
!

按每
)"

张床位配备
%

名医生的比

例%抽调主治以上医生担任病区调查员%调查前进行

统一培训&调查前
(

"

+8

内%要求临床科室完善住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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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患者各项与感染性疾病诊断有关的检查&调查日

采用床旁调查和病历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逐一填写

床旁和个案登记表%所有调查在
%8

内完成&

%-&

!

诊断标准
!

按卫生部
!""%

年颁发的)医院感

染诊断标准#试行$*执行&所有在调查当日新发生

的医院感染或虽为过去发生的医院感染%但在调查

当日仍未痊愈者均计为,存在-医院感染&

%-(

!

统计方法
!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负责资料

的整理+统计工作%建立
!

:

8$65&-"

数据库%采用

<J<<%&-"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A

!

结果

!-%

!

一般情况
!

本次应调查住院患者
%+*+

例%实

际调查
%+')

例%实查率
#*-++/

&其中%男性
%%"&

例#

'!-(#/

$%女性
''!

例#

&+-)%/

$(年龄
%8

"

#(

岁%平均
()-*)

岁&共查出医院感染病例
+(

例%

+*

例次%医院感染现患率
(-%#/

%例次现患率
(-(!/

&

!-!

!

各科室医院感染现患率
!

医院感染现患率在非

手术科室中以肿瘤科最高%其次为血液内科(手术科

室中以神经外科最高%其次为烧伤整形科%详见表
%

&

表
@

!

各科室医院感染现患率及例次现患率

B+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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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3.5;$65*$38.$*5

:

;54$&53.5;$65*+95$.(85

:

$;6#536

科室
实查

例数

医院感染

#例$

现患率

#

/

$

感染

例次

例次现患率

#

/

$

肿瘤科
'& * %!-+" * %!-+"

血液内科
#" %% %!-!! %& %(-((

神经外科
%#( %# #-+# !" %"-&%

风湿免疫科
%& % +-'# % +-'#

内分泌科
!' ! +-'# ! +-'#

中医科
(* & '-!) & '-!)

神经内科
%!% + )-+# + )-+#

烧伤整形科
&' ! )-)' ! )-)'

儿科
&# ! )-%& ! )-%&

胸腔外科
%)" + (-'+ * )-&&

肾脏内科
(& ! (-') ! (-')

传染科
%)" ( !-'+ ( !-'+

呼吸内科
#' ! !-"* ! !-"*

骨科
%(* ! %-&) ! %-&)

消化内科
*! % %-!! % %-!!

心脏内科
%"* % "-#& % "-#&

其他科室
&)* " "-"" " "-""

合计
%+') +( (-%# +* (-(!

!-&

!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

医院感染部位以下呼吸

道居首位%占
&)-#"/

%其次为上呼吸道%占
!(-&'/

%

胸腹腔及颅腔感染占
%+-#)/

%手术切口感染占

%"-!'/

%泌尿道+胃肠道+皮肤和口腔感染各占

!-)'/

%血流感染占
%-!*/

&

!-(

!

医院感染病原体
!

共分离出医院感染病原体

!'

株%其中革兰阴性#

N

$

$菌
%&

株#

)"-""/

$%包括

肺炎克雷伯菌
(

株#

%)-&*/

$%阴沟肠杆菌+铜绿假

单胞菌各
&

株#各占
%%-)(/

$%黏质沙雷菌+荧光假

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各
%

株#各占
&-*)/

$(革兰阳

性#

N

-

$菌
%%

株#

(!-&%/

$%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

甲型溶血性链球菌+肺炎链球菌各
!

株#各占

+-'#/

$%人表皮葡萄球菌亚种+棒状杆菌+短黄杆

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表皮葡

萄球菌各
%

株#各占
&-*)/

$(真菌
!

株%占
+-'#/

&

!-)

!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

%+')

例患者中%使用抗

菌药物者
**'

例%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

(其中

治疗用药占
&"-)*/

%预防用药占
)&-")/

%预防兼

治疗用药占
%'-&+/

(以单一用药为主%占
**-%)/

%

二联用药占
%"-&*/

%三联及以上用药占
%-('/

&

围手术期用药占抗菌药物使用者的
(&-!!/

%其中

将抗菌药物带入手术室者仅占
!#-+'/

&使用频率

较高的前
)

位抗菌药物分别为头孢甲肟#

&(-(&/

$+

哌拉西林.舒巴坦 #

%#-'"/

$+呋布西林#

'-*+/

$+

头孢硫脒#

'-%+/

$+头孢唑林 #

(-**/

$&

!-'

!

病原学送检率
!

使用抗菌药物的
**'

例患者

中%送病原学培养者
%%!

例%送检率
%!-'(/

%除外

预防用药的
(+"

例%送检率为
!'-#!/

&

!-+

!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
!

进行单因素
!

!检验%结

果显示'进行泌尿道插管+气管切开+留置引流等侵

入性操作%使用免疫抑制剂+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等药

物%患有恶性肿瘤+化学治疗的患者医院感染发病率

显著高于无上述因素者#

!

"

"-")

$(而性别+年龄+

有无糖尿病+是否曾手术+使用动静脉插管+使用呼

吸机+血液透析+放射治疗等因素与医院感染发病无

相关性%详见表
!

&

表
A

!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B+9(%A

!

0%*L9$.6+;*+93+*+.+#%$&%395.6%+3

相关因素
实查

人数

感染

人数

现患率

#

/

$

!

!

!

性别 男
%%"& (& &-#" "-'&( "-('!

女
!

''! &% (-'*

年龄#岁$

"

'" %!'* )% (-"! "-&!' "-)#*

#

'"

!

(#+ !& (-'&

恶性肿瘤 无
%()% )( &-+! (-)"' "-"(&

有
!

&%( !" '-&+

糖尿病 无
%'#( +" (-%& "-&*& "-)&+

有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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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相关因素
实查

人数

感染

人数

现患率

#

/

$

!

!

!

泌尿道插管 无
%(&) )! &-'! '-%*) "-"!%

有
&&" !! '-'+

动静脉插管 无
%)*) '+ (-!& "-"(' %-"""

有
%*" + &-*#

使用呼吸机 否
%'#' '# (-"+ %-''+ "-!"*

是
'# ) +-!)

气管切开 否
%+&+ '* &-#% !%-"(! "-""%

是
!* ' !%-(&

留置引流 否
%''( '! &-+& %)-+'' "-""%

是
%"% %! %%-**

手术 否
%!*( (* &-+( !-(!% "-%(%

是
(*% !' )-(%

血液透析 否
%+!+ +! (-%+ "-%%% "-'!!

是
&* ! )-!'

使用免疫抑制剂 否
%+(* '# &-#) !+-%+# "-"""

是
%+ ) !#-(%

化学治疗 否
%'(! '" &-') %+-"%& "-"""

是
%!& %( %%-&*

放射治疗 否
%+%* +" (-"+ !-!(% "-%&%

是
(+ ( *-)%

使用肾上腺糖皮质 否
%)&! )+ &-+! '-(&% "-"!%

!

激素 是
!&& %+ +-&"

C

!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我院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

%

例次现患率为
(-(!/

%略低于吴安华等!

!

"报道的

%)#

所医院的医院感染现患率
(-++/

和例次现患率

)-"+/

%但明显高于当月回顾性调查医院感染率

%-#(/

及例次感染率
!-%!/

的水平%提示我院日常

监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医院感染漏报现象%也有待

于通过多次现患率调查进行动态观察和评价&各科

室医院感染现患率相差较大%非手术科室以肿瘤科+

血液内科较高%手术科室以神经外科及烧伤整形科

较高%与国内同类研究!

!

"基本一致&

医院感染部位构成中以下呼吸道居首位%和国

内报道!

&$(

"及我院日常监测结果相一致&提示加强

下呼吸道感染危险因素的监测及研究%实施针对性

干预是预防医院感染的重点&胸腹腔及颅腔感染中

以颅内感染居多%可能与我院神经外科为国家级重

点学科%危重患者多+手术难度大+引流时间长有关&

检出的病原体以条件致病菌为主%

N

$菌仍占主

导地位&

!""#

年日常监测显示%医院感染病原体中

前
&

位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鲍曼.溶血不动杆菌+

肺炎克雷伯菌&而在本次调查中%肺炎克雷伯菌构

成比为
%)-&*/

%居第
%

位%呈上升趋势%提示肺炎

克雷伯菌已成为临床感染的重要病原体&此外%真

菌感染占
+-'#/

%可能与广谱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

用有关&

调查日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

%以单一和

二联用药为主%预防用药占
)&-")/

%围手术期用药

占抗菌药物使用者的
(&-!!/

%其中将抗菌药物带

入手术室者仅占
!#-+'/

&提示对抗菌药物合理应

用的管理应更重视手术科室&值得关注的是%治疗

用药者病原学送检率仅为
!'-#!/

%远低于我省等

级医院评审标准中
%

*"/

的要求%说明临床医生在

工作中指导用药意识不强%经验用药较普遍%提示应

进一步加大对抗菌药物使用的监管力度%加强多部

门沟通与合作%共同控制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

单因素分析显示%进行泌尿道插管+气管切开+

留置引流等侵入性操作%使用免疫抑制剂+肾上腺糖

皮质激素等药物%患有恶性肿瘤+进行过化学治疗是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而性别+年龄+有无糖尿病+是否

曾手术+使用动静脉插管+使用呼吸机+血液透析+放

射治疗等因素与医院感染的发生与否无相关性&侵

入性操作是目前已有共识的危险因素%其中气管切

开使下呼吸道医院感染的危险程度明显增加!

)

"

%本

研究亦支持此观点&值得提出的是%留置胸腔+腹

腔+脑室及其他引流管者%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性高

于无引流者%其原因可能与侵入性的管道易引起黏

膜损伤及细菌生物膜形成%增加了逆行感染的危险

性有关&

本次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为我院医院感染管

理与控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分析结果提示%在

今后的工作中应进一步重视高危科室和危险因素的

目标性监测+规范侵入性诊疗操作+严格监督抗菌药

物的合理使用%从而降低医院感染发病率%体现医院

感染管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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