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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患者社区感染率较高%应加大对高危部位感染的监测%规范使用抗菌药物%以控制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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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现患率调查是指在特定时间内对某一特定

人群感染的分布情况进行调查&感染分为社区感染

和医院感染%在医院内的社区感染者常作为感染源

导致医院感染的发生&为了解某院住院患者医院感

染和社区感染的现状%以改进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

制措施%我们对该院
!""*

年
%"

月
!#

日住院患者的

感染情况进行了横断面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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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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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对象
!

!""*

年
%"

月
!#

日
"

1

!(

时所有

住院患者%包括出院+死亡患者的新老医院感染的发

生情况%调查日新入院的患者不列为调查对象&本次

应查人数
!(&)

例%实查
!(%&

例%实查率
##-%"/

(其

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

岁&

%-!

!

方法
!

每
("

张床位配备
%

名调查人员%调查

人员由感染专职人员和各病区感染监测员组成&调

查前组织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并下发通知要求各

科室完善相关检查&采取床旁调查和病历调查相结

合的方法%由调查人员填写统一个案调查表%感染管

理科专职人员统计汇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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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

依据卫生部
!""%

年颁发的)医院

感染诊断标准#试行$*确定是否为医院感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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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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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现患率
!

调查患者
!(%&

例%发现医院感染
#*

例%

%"#

例次%医院感染率为

(-"'/

%例次感染率为
(-)!/

(发现社区感染
)+(

例%

'"#

例次%感染率
!&-+#/

%例次感染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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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科室的感染情况
!

本次调查医院感染现

患率以综合重症监护室#

=DU

$最高%医院感染率为

&!-""/

(社区感染现患率以感染科最高%感染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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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和社区感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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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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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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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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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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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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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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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伤整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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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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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包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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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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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咽喉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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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的部位构成比
!

见表
!

&

医院感染的主要部位是呼吸道+表浅及深部切口+皮

肤软组织(社区感染除病毒性肝炎外的主要部位为

呼吸道+腹腔内组织+皮肤软组织&医院感染与社区

感染部位均以呼吸道居首位%但呼吸道感染在医院

感染中的构成比高于在社区感染中的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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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包括寄生虫感染+艾滋病+病毒性肝炎以及其他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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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病原体
!

本次调查共检

出医院感染病原体
)"

株%

%"

株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

K0<1'

株$(社区感染病原体
')

株%

#

株为金黄

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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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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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
医院感染

株数 构成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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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感染

株数 构成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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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
) %"-"" ( '-%)

肠杆菌科
! (-"" % %-)(

肠球菌属
& '-"" " "-""

大肠埃希菌
) %"-"" & (-'!

柠檬酸杆菌属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克雷伯菌属
( *-"" % %-)(

链球菌
" "-""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

真菌
( *-"" ( '-%)

变形杆菌属
" "-"" # %&-*)

其他病原体
* %'-""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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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

调查日抗菌药物的使用

率为
&#-&&/

%其中内科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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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以治疗性用药为主%

占
+!-!)/

#

!'&

.

&'(

$%而外科以预防性用药为主%

占
()-%&/

#

!'(

.

)*)

$%二者构成比差异有显著性

#

!

!

,)(-#)

%

!

"

"-"%

$&治疗性用药病原菌的培养

送检率为
!&-('/

#

%&+

.

)*(

$%内科为
&'-**/

#

#+

.

!'&

$%显著高于外科的
%!-('/

#

("

.

&!%

$#

!

!

,

(*-"%

%

!

"

"-"%

$&用药以单一用药为主%占
*(-%#/

#

+##

.

#(#

$%二联用药占
%(-#'/

#

%(!

.

#(#

$%三联及

以上占
"-*(/

#

*

.

#(#

$(内外科抗菌药物的联合

应用构成比分别为
%)-#&/

#

)*

.

&'(

$+

%)-+&/

#

#!

.

)*)

$%两者差异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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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

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现患率
!

本调查医院感

染现患率为
(-"'/

%例次感染率为
(-)!/

%与任南

等!

%

"报道的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结果变化趋势及本

院日常全面性监测结果基本一致&可见现患率调查

能反映医院感染实际状况%而且现患率调查方法简

单%比全面监测更省时省力&社区感染现患率为

!&-+#/

%例次感染率为
!)-!(/

%提示本院收治的患

者中有
%

.

(

在入院时已是携带某种病原体的感染源&

&-!

!

不同科室的感染情况
!

医院感染率较高的科

室主要为综合
=DU

+神经外科+烧伤整形科+血液

科+新生儿科%可能与以上科室收治的多为危重患

者%各种侵入性操作较多%化学治疗及使用糖皮质激

素有关&尤其是综合
=DU

患者来自院内外各科室%

同时带来了院内外各种细菌%且多为重症患者%住院

时间长%使用呼吸机+留置导尿等各项操作频繁%增

加了医院感染的概率&因此%

=DU

仍然是本院医院

感染控制的重点&社区感染以感染科+呼吸科+儿

科+肝包虫科+耳鼻咽喉科患者为主%这些科室患者

入院时已是携带某种病原体的感染源%因此应加强

对这些部门的消毒隔离和手卫生%以减少由于医疗

行为导致的医院感染的发生&

&-&

!

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的部位分布
!

本调查中%

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的主要感染部位均为呼吸道%

社区感染可能成为医院感染的感染源&在医院中%

由于手卫生依从性欠佳+医务人员的无菌操作不规

范+消毒灭菌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均可造成医院感染

的发生&在感染控制工作中%我们将医院感染的控

制重点集中在发生医院感染的患者而忽略了社区感

染患者%这将造成交叉感染在医院内的发生%因此从

控制感染源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应当关注社区感染&

呼吸道感染在医院感染中的构成比占
()-*+/

%在

社区感染中的构成比占
&%-)&/

(呼吸道感染在医

院感染中所占比例高于社区感染%这可能与医院内

感染源相对集中%以及气管插管等侵入性操作有关&

医务人员应严密观察呼吸道感染患者%及时发现感

染迹象%进行感染控制%以免交叉感染的发生&

&-(

!

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的病原体
!

医院感染主

要病原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

杆菌%社区感染主要病原菌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变形杆菌属&金黄色葡萄球菌是

医院和社区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尤其是
K0<1

&医

院
K0<1

株可能通过出院患者和医院内工作人员

流向社区&

K0<1

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病原微生物%

能通过自身基因突变和外源基因的获得不断改变其

基因组类型以适应新的选择压力%从而在新环境中不

断繁殖%成为社区感染中非常重要的致病菌 !

!

"

&

&-)

!

内外科抗菌药物的使用
!

调查日我院抗菌药

物的使用率为
&#-&&/

%与任南等!

&

"报道的
%')

所

医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横断面调查结果

(*-(!/

略低%符合卫生部的抗菌药物使用率
"

)"-""/

的要求%说明近几年我院在抗菌药物合理应

用管理上取得一定成效&调查日我院外科抗菌药物

的使用率高于内科%内科以治疗性用药为主%而外科

以预防性用药为主(内科治疗性用药者的病原体培

养送检率高于外科(内外科抗菌药物联用方面无差

别%以一联用药为主&以上说明我院内科在合理应

用抗菌药物方面优于外科&调查结果同时显示%我

院抗菌药物应用存在预防性用药多%治疗性用药细

菌培养送检率低等现象&因此%应加强对临床医生

抗菌药物使用的培训与监管%使其严格掌握抗菌药

物使用的适应证及联合用药指征%开展细菌耐药性

监测&对外科%除限制使用抗菌药物外%还应具有针

对性用药%提高治疗性用药的病原学送检率%使其明

白抗菌药物只是预防和控制感染的措施之一%不能

依赖于抗菌药物预防感染%而应当注重手术的无菌

操作与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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