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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某院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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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医院感染现状和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为加强医院感染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

面调查，床旁与病历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１日０∶００—２４∶００所有住院患者的医院感染情况进行调

查。结果　调查当日住院患者２２１６例，医院感染现患率为４．８３％，例次现患率５．１４％；下呼吸道（６３．１６％）为最

常见的感染部位，抗菌药物使用率为３９．７１％，预防、治疗用药的比率分别为３２．２７％、６１．７１％。治疗性使用抗菌

药物５９６例，病原菌培养送检率为５６．２１％（３３５例），病原菌检出率为１５．５２％（５２例）。检出病原菌主要为铜绿假

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结论　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有助于了解

医院感染的发生情况，呼吸道感染为医院感染主要感染部位，分离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抗菌药物预防性使用

的管理仍是今后医院感染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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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５，１４（７）：４８３－４８５］

　　为全面了解本院医院感染现状和抗菌药物使用

情况，对其医院感染控制工作进行评价，于２０１４年

８月２１日按照２０１４年“全国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

计划书”要求，启动了２０１４年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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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调查某三甲医院２０１４年８月

２１日０∶００—２４∶００所有住院患者，包括当日出院、

死亡患者，不包括当日新入院患者。

１．２　调查内容　调查患者的一般资料（科室、年龄、

性别、诊断及手术情况等）、感染情况、分离病原菌，

以及抗菌药物使用等。

１．３　调查的组织与实施　（１）调查前召集各临床科

室感控医生召开调查员培训会，对调查的安排、调查

对象的确定及调查表填写进行详细的讲解。（２）调

查人员由感控专职人员和各科室感控医生组成。采

取床旁调查和翻阅在架病历相结合的方式，按卫生

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２００１年）判断是否

为医院感染。（３）调查完成后，感控专职人员负责对

调查表格进行审核，对存在逻辑错误及填写不完整

的表格，返回给调查员核实。

１．４　调查质量控制　实查率应≥９６％，每份调查表

格填写完整正确，无缺项漏项、无逻辑错误。

１．５　统计分析　调查数据录入全国医院感染横断

面调查系统，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频数、率和构成比描述调查结果。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本次应调查住院患者２２１６例，实

际调查２２１６例，实查率为１００．００％。共调查男性

１１５８例，占５２．２６％，女性１０５８例，占４７．７４％。

年龄１ｄ～９３岁，平均（５０．００±２１．０６）岁。基础疾

病以呼吸系统疾病所占比率最高，为１４．０８％。居

前１０位的基础疾病见表１。

２．２　医院感染现患率　调查患者２２１６例，存在感

染者６１０例，感染现患率２７．５３％。其中医院感染

１０７例，１１４例次，医院感染现患率为４．８３％，例次

现患率为５．１４％。社区感染５０７例，社区感染现患

率２２．８８％。中心重症监护室（ＩＣＵ）、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ＮＩＣＵ）、神经外科、胸外科、血液科、肾内科的

医院感染现患率较高，均＞１０％，各科室医院感染现

患率情况见表２。

２．３　医院感染部位　主要为下呼吸道，其次为上呼

吸道、血液、手术部位、泌尿道等，见表３。

表１　２２１６例患者居前１０位的基础疾病构成比（％）

犜犪犫犾犲１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ｔｏｐ１０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ｆ

２２１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疾病 频数 构成比（％）

呼吸系统疾病 ３１２ １４．０８

消化系统疾病 ３０１ １３．５８

神经系统疾病 ２４２ １０．９２

循环系统疾病 １９１ ８．６２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１８３ ８．２６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 １７７ ７．９９

肿瘤 １３７ ６．１８

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和涉及免疫机制的某些疾患 １３１ ５．９１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１０８ ４．８７

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 ８１ ３．６６

合计 １８６３ ８４．０７

表２　临床各科室医院感染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ＡＩｉｎｅａｃ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科室
监测

例数

感染

例数

现患率

（％）

感染

例次数

例次现患率

（％）

中心ＩＣＵ １２ １０ ８３．３３ １２ １００．００

ＮＩＣＵ ３２ ８ ２５．００ ９ ２８．１３

神经外科 ７３ １２ １６．４４ １２ １６．４４

胸外科 ３５ ５ １４．２９ ５ １４．２９

血液科 ５８ ８ １３．７９ ９ １５．５２

肾内科 ６６ ９ １３．６４ ９ １３．６４

儿科 ９５ ９ ９．４７ １０ １０．５３

儿科重症监护室

（ＰＩＣＵ）
１４ １ ７．１４ １ ７．１４

神经内科 １７５ １１ ６．２９ １２ ６．８６

普通外科 １７０ ９ ５．２９ ９ ５．２９

产科 ４２ ２ ４．７６ ２ ４．７６

骨科 １４７ ４ ２．７２ ４ ２．７２

消化内科 １２０ ３ ２．５０ ３ ２．５０

内分泌 ４６ １ ２．１７ ２ ４．３５

风湿免疫科 ４６ １ ２．１７ １ ２．１７

心内科 １５５ ３ １．９４ ３ １．９４

肿瘤科 ４２１ ８ １．９０ ８ １．９０

妇科 １１８ ２ １．６９ ２ １．６９

泌尿外科 ８２ １ １．２２ １ １．２２

其他科室 ３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２１６ １０７ ４．８３ １１４ ５．１４

表３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犜犪犫犾犲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ｓｉｔｅｓ

部位 例数 构成比（％）

下呼吸道 ７２ ６３．１６

上呼吸道 １５ １３．１６

血液 ８ ７．０２

手术部位 ７ ６．１４

泌尿道 ５ ４．３８

腹腔内组织 １ ０．８８

皮肤软组织 １ ０．８８

其他部位 ５ ４．３８

合计 １１４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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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使用抗菌药物患者

８８０例，使用率为３９．７１％。其中治疗用药５４３例，

占６１．７１％；预防用药２８４例，占３２．２７％；治疗＋预

防用药５３例，占６．０２％。见表４。

表４　８８０例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构成比（％）

犜犪犫犾犲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ｕｓｅｉｎ８８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用药情况 例数 使用率（％）

用药目的 治疗 ５４３ ６１．７１

预防 ２８４ ３２．２７

治疗＋预防 ５３ ６．０２

联合用药 单一 ６４１ ７２．８４

二联 ２２８ ２５．９１

三联 １０ １．１４

四联及以上 １ ０．１１

２．５　病原菌送检及检出情况　治疗性使用抗菌药

物５９６例，病原菌培养送检率为５６．２１％（３３５例），

病原菌检出率为１５．５２％（５２例）。检出病原菌主要

为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大

肠埃希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３　讨论

共调查本院 ４１ 个临床科室，应调查患者

２２１６例，实调查２２１６例，实查率１００％。调查表

经医院感控专职人员仔细核对，确保信息准确，填写

完整，达到本次调查的质控要求，确保了本次调查数

据的真实性。调查结果显示，本院医院感染现患率

为４．８３％，略高于２０１２年同期调查数据（４．５０％），

达到三甲医院医院感染现患率＜１０％的要求。本院

作为全科医生培训基地，重视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加

强医生感染知识和意识的培训，加大医院感染监控

力度，因此医院感染现患率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医院感染现患率最高的科室为中心ＩＣＵ、

ＮＩＣＵ、神经外科、胸外科、血液科、肾内科，可能与

这些科室收治的住院患者病种复杂、平均住院日长、

侵入性操作多等有关；这些科室涉及医院感染各环

节的危险因素较多，导致感染率相对较高［１］。

ＮＩＣＵ收治的新生儿多为分娩引起的吸入性肺炎，

故医院感染现患率较高。医院感染的部位主要是下

呼吸道，与国内调查结果［２４］基本一致。其原因除了

与呼吸机的应用、患者抵抗力低等因素有关外，可能

还与室内温度多用空调调节，通风不良和温度调节

过低也有一定关系。

本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当日本院抗菌药物使

用率为３９．７１％，与本院２０１２年横断面调查抗菌药

物使用率（３９．２０％）基本一致，达到了卫生部对抗菌

药物使用率＜５０％的要求，说明本院抗菌药物使用

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预防性用药占３２．２７％，

高于本院２０１２年的预防性用药（２５．２０％），说明虽

然本院抗菌药物使用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

存在问题。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病原菌培养送

检率为５６．２１％，较２０１２年（５３．４０％）有所提升，高

于卫生部接受抗菌药物治疗住院患者微生物检验样

本送检率＞３０％的要求。说明本院临床医生遵循了

治疗性用药的基本原则，有指征地应用抗菌药物［５］。

送检标本检出率低，可能与临床医生采样时机、采样

方式不合适或患者已使用抗菌药物等有关。检出居

前３位的病原菌为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鲍

曼不动杆菌，本院主要病原菌仍以革兰阴性菌为主，

这与国内多数医院感染调查结果基本一致［６］。由于

超级耐药菌对院内患者的健康威胁极大，今后工作

中，需继续监管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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