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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目的
!

分析重症监护室#

=DU

$医院感染的特点%探讨有效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措施&方法
!

采用目

标性监测方法%对
!""*

年
%

1

%!

月入住某院综合
=DU

的患者进行实时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调查

期间
=DU

医院感染率为
%)-+&/

%感染例次率为
!#-*+/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
'(-*"̂

%导尿管相关泌尿道感

染率
)-*&̂

%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率
(-*#̂

&感染易发部位为下呼吸道#

+"-"#/

$+泌尿道#

%%-'%/

$+血

液#

)-*"/

$&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占
''-'+/

%大多数为条件致病菌%检出多重耐药菌株
&!

株&结论
!

=DU

患者医院感染发病率高%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居多%应重视目标性监测%对患者实时监控%采取干预措施%以及

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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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

=DU

$由于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

检查及治疗手段多%是医院感染的高发科室&预防

和控制
=DU

医院感染对于提高抢救成功率非常重

要&为了解本院
=DU

医院感染情况%笔者对
!""*

年
%

1

%!

月
=DU

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资料进行了

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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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

!

监测对象
!

!""*

年
%

1

%!

月入住本院
=DU

病

区的患者%共
+)"

例&

%-!

!

人员培训
!

在开始监测前%医院感染管理专职

人员对
=DU

医护人员+微生物室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知

识培训%使之了解监测的意义+方法及各类人员职责&

%-&

!

监测方法
!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每日进入

=DU

对所有的患者进行调查%包括查阅患者病历+

床旁诊察患者等%患者转出
=DU

后继续跟踪调查
(*

(

&针对感染危险因素%建议医生+护士及时采取有

效的防范措施(发现可疑医院感染病例%及时采集标

本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督促医生正确选择有

效抗菌药物治疗%并及时填写,医院感染病例监测登

记表-(

=DU

护士每日填写患者日志%每周根据病情

分级标准填写危险等级患者数&

%-(

!

数据整理
!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将医院感

染监测数据输入全国医院感染监测与数据直报系

统%利用系统统计功能%对
=DU

医院感染监测的相

关指标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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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

医院感染发病率
!

调查期间住
=DU

总人数为

+)"

例%发生医院感染
%%*

例%

!!(

例次%医院感染率

为
%)-+&/

%感染例次率为
!#-*+/

(日感染率

!#-"%̂

%经
1<=<

调整法调整后日感染率为

#-&%/

%日感染例次率为
%+-'*/

&呼吸机相关性

肺炎发生率为
'(-*"̂

%导尿管相关泌尿道感染率

为
)-*&̂

%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率为

(-*#̂

(呼吸机+导尿管和中心静脉插管使用率分别

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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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部位
!

医院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最

多%占
+"-"#/

%其次是泌尿道+血液%详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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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患者医院感染部位构成比

感染部位 感染例次 构成比#

/

$

下呼吸道
%)+ +"-"#

泌尿道
!' %%-'%

血液
%& )-*"

皮肤软组织
# (-"!

手术切口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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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感染部位 感染例次 构成比#

/

$

胃肠道
( %-+#

腹腔内组织
& %-&(

其他
) !-!&

合计
!!( %""-""

!-&

!

医院感染病原菌
!

从
=DU

医院感染患者送检

标本中共分离病原菌
!%'

株%排除污染及同种菌株&

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

株%占
''-'+/

(革兰阳性

球菌
)"

株%占
!&-%)/

(真菌
!!

株%占
%"-%#/

&铜

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居前
&

位&

检出多重耐药菌株
&!

株&病原菌构成比见表
!

&

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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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病原菌构成比

病原菌 菌株数 构成比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溶血葡萄球菌
( %-*)

头状葡萄球菌
* &-+"

表皮葡萄球菌
' !-+*

肠球菌属
& %-&#

其他革兰阳性菌
%# *-*"

铜绿假单胞菌
&# %*-"'

鲍曼不动杆菌
!( %%-%%

肺炎克雷伯菌
!! %"-%#

大肠埃希菌
%"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

奇异变形杆菌
) !-&%

阴沟肠杆菌
( %-*)

其他革兰阴性菌
!! %"-%#

白假丝酵母菌
%( '-(*

其他真菌
* &-+"

合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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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次监测
=DU

医院感染率为
%)-+&/

%感染例

次率为
!#-*+/

%明显高于同期我院平均医院感染

率
&-%%/

%感染例次率
&-)!/

&医院感染部位以下

呼吸道居首位%其次是泌尿道+血液%与文献报道!

!

"

一致&由于
=DU

患者病情危重%有不同程度的意识

障碍%咳嗽反射减弱%口咽及气管的分泌物不能充分

排出%吞咽活动受抑制%易使口咽部定植菌及反流的

胃内容物吸入肺内%导致肺部感染发生&另外%采用

人工气道和机械通气%使气道防御屏障遭到破坏%受

污染的吸痰管+气管插管+呼吸机雾化器也是造成呼

吸道感染及传播的重要因素!

&

"

&定时给予气道湿

化%翻身拍背%规范口腔护理%病情许可情况下取半

卧位%进行呼吸道侵入性操作时严格遵守无菌操作

规程及手卫生规范%加强对器械的清洗和消毒等%是

减少下呼吸道感染的有效方法&

=DU

患者留置导尿管率高达
**-)+/

%且留置

时间长&有报道!

(

"

%随着留置尿管持续时间的延长%

菌尿的感染发生率也持续增长&因此%应严格掌握

留置导尿的适应证%避免不必要的留置导尿%并尽量

缩短留置时间%以减少导尿管相关泌尿道感染的发

生&

本次调查中
%&

例菌血症患者均为中心静脉置

管患者%表明菌血症与中心静脉置管有密切的关系&

主要病原菌为革兰阳性球菌%其中%表皮葡萄球菌占

('-%)/

%可能由于置管处皮肤表面的细菌沿导管与

皮下隧道间隙进入血管引起感染&因此%置管时应

严格进行穿刺处皮肤消毒%置管后做好皮肤护理&

本资料中
=DU

标本送检率较高%达
#+-++/

%检

出的大多数病原菌为条件致病菌%其中多重耐药菌

&!

株&可能由于应用抗菌药物起点高%联合用药

多%药物使用时间长+更换频繁%导致微生态失衡及

耐药菌株产生&因此%应严格执行抗菌药物分级管

理制度%控制预防性用药%尽早明确病原学诊断及药

敏试验结果%同时尽量缩短用药时间%以减少耐药的

发生&

总之%

=DU

患者医院感染率高%开展目标性监

测%可使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与
=DU

医生+护士

形成互动%对患者进行实时监控%对感染原因进行分

析%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做到早期预防+及时发现+规

范治疗%有效预防和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提高危重

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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