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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某综合性医院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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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某院医院感染（ＨＡＩ）现患情况，为提高 ＨＡＩ管理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患者进行 ＨＡＩ现患率调查，分析不同

性别、不同年龄组的 ＨＡＩ现患率，以及 ＨＡＩ部位构成情况。结果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应查２９６０５例，实查２９５８１例，

实查率９９．９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ＨＡＩ现患率分别为２．８３％、２．１４％、１．７３％，三年间 ＨＡＩ现患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
２＝２７．５２１，犘＜０．０１），呈逐年下降趋势。不同性别住院患者 ＨＡＩ现患率比较，男性 ＨＡＩ现患率为

２．４７％，高于女性 ＨＡＩ现患率１．９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７．９５４，犘＜０．０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不同年龄组住院

患者ＨＡＩ现患率在年龄维度上大致呈“Ｕ”型分布，ＨＡＩ现患率较高的为７０～组（４．１５％），０～３０岁年龄组ＨＡＩ现

患率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３０岁年龄组之后 ＨＡＩ现患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ＨＡＩ部位构成居前３位的为下呼

吸道（４５．６７％）、上呼吸道（９．９２％）和泌尿道（８．５２％）。结论　该院现患率调查结果显示 ＨＡＩ现患率逐年降低，

说明 ＨＡＩ防控措施落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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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１５（７）：４８４－４８７］

　 　 医 院 感 染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Ｉ）可发生于医疗诊治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目前，

国内外医院多采用横断面研究以了解 ＨＡＩ发生情

况。横断面研究又称现患率调查，是 ＨＡＩ监测的重

要方法，可快速、经济地获得 ＨＡＩ的基本情况及特

点，为针对性的制定 ＨＡＩ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参考

依据［１］。目前，国内有关大型综合性医院的感染现

患率报道较少，尚缺乏较为完善的基线资料。为掌

握本院ＨＡＩ现状，分析近三年ＨＡＩ流行趋势，确定

ＨＡＩ高危人群，评价 ＨＡＩ管理质控效果，本研究分

别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开展横断面研究，对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所有住院患者进行 ＨＡＩ现患率调查，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１５—１８日、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９—２２日和２０１５年

９月８—１１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所有住院患者

（排除血液透析中心患者及日间病房患者）进行

ＨＡＩ现患率调查，实查２９５８１例，应查２９６０５例，

其中男性１５２４７例，女性１４３３３例，实查率为

９９．９２％，符合卫生部关于实查率≥９６％的要求。调

查日０：００—２４：００点，调查对象包括调查当日出院、

死亡的患者，不包括当日入院的患者。

１．２　诊断标准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依据２００１年卫

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２］执行，所

有在调查期间处于医院感染状态的患者均计入医院

感染病例范围。ＨＡＩ现患率＝（同期存在的新旧医

院感染例数／观察期间调查患者数）×１００％ 。

１．３　调查方法　依照全国医院感染监测网制定的

调查方案［３］，调查人员由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各

病区临床医生组成，调查人员调查前进行专业培训。

调查开始前一周，给各个调查科室发出通知，要求住

院患者完善与感染性疾病诊断相关的各项指标。采

用床旁调查和查阅病例的方法，填写现患率个案调

查表。填写表格后，由医院感染专职人员逐一核对

调查表填写是否规范，并对医院感染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按照诊断标准确定是否为医院感染，疑问病

例由小组成员共同讨论后确定。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将调查表数据录入蓝蜻蜓６．０

医院感染管理软件，导出数据后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

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多组间现患率的比较采用犚×

犆卡方检验，组间比较应用卡方分割法；不同年龄组

现患率的比较采用χ
２ 趋势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住院患者 ＨＡＩ现患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ＨＡＩ

现患率分别为２．８３％、２．１４％、１．７３％，三年间 ＨＡＩ

现患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２７．５２１，犘＜

０．０１），呈逐年下降趋势。不同性别住院患者 ＨＡＩ

现患率比较，男性 ＨＡＩ现患率为２．４７％，高于女性

ＨＡＩ现患率１．９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

７．９５４，犘＜０．０１）。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不同性别住院患者 ＨＡＩ现患率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ＡＩ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ｄｅｒｓ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份
男性

调查例数 感染例数 现患率（％）

女性

调查例数 感染例数 现患率（％）

合计

调查例数 感染例数 现患率（％）

２０１３年 ５０３４ １６８ ３．３４ ４６４９ １０６ ２．２８ ９６８３ ２７４ ２．８３

２０１４年 ５２０５ １１７ ２．２５ ４８７２ ９９ ２．０３ １００７７ ２１６ ２．１４

２０１５年 ５００８ ９１ １．８２ ４８１３ ７９ １．６４ ９８２１ １７０ １．７３

合计 １５２４７ ３７６ ２．４７ １４３３４ ２８４ １．９８ ２９５８１ ６６０ ２．２３

·５８４·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６年７月第１５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５Ｎｏ７Ｊｕｌ２０１６



２．２　不同年龄住院患者ＨＡＩ现患率　不同年龄组

住院患者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ＨＡＩ现患率在年龄维度上

大致呈“Ｕ”分布。ＨＡＩ现患率较高的为７０～组

（４．１５％），０～组、１０～组、２０～组患者的 ＨＡＩ现患

率次之，分别为２．８７％、２．８３％、１．７７％；从３０岁年

龄组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 ＨＡＩ现患率不断升高，

经趋势χ
２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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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不同年龄住院患者 ＨＡＩ现患率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ＡＩ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２．３　ＨＡＩ部位构成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ＨＡＩ部

位构成比占第一位的是下呼吸道，高达４５．６７％，其

次为上呼吸道（９．９２％）、泌尿道（８．５２％）、表浅切口

（８．２４％）、腹腔内组织 （６．４２％）等，血 管 相 关

（１．５４％）和胃肠道（１．９５％）所占比例较低。见

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ＨＡＩ部位构成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ｏｆＨＡＩｓｉｔｅｓ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感染部位 例次数 构成比（％）

下呼吸道 ３２７ ４５．６７

上呼吸道 ７１ ９．９２

泌尿道 ６１ ８．５２

表浅切口 ５９ ８．２４

腹腔内组织 ４６ ６．４２

血液 ３９ ５．４５

深部切口 ２１ ２．９３

皮肤软组织 ２４ ３．３５

血管相关 １１ １．５４

胃肠道 １４ １．９５

其他 ４３ ６．０１

合计 ７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３　讨论

ＨＡＩ监测是医院感染防控，日常管理和科研工

作的重要基础。横断面研究是一种高效、经济、便捷

的疾病监控方法，与发病率监测相比，现患率调查耗

费的人力、物力、时间较少。近年来，ＨＡＩ横断面研

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已开展 ＨＡＩ现患率调

查。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卫生部医院

感染监测网）数据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全国

ＨＡＩ现患率分别为 ４．０４％、３．６０％、３．２２％
［３］。

Ｔａｍｍｅｌｉｎ等
［４］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在瑞典１３５所公立医

院连续的现患率调查显示，ＨＡＩ现患率波动在

７．８％～１０％。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ＣＤＣ）

２０１０年来自２３个国家６６所医院的调查表明，ＨＡＩ

现患率为７．１％
［５］。Ｒｅｉｌｌｙ等

［６］２０１１年对苏格兰不

同类型医院的ＨＡＩ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各类型医院

现患率在１．２％～６．２％。

本组横断面调查发现，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ＨＡＩ现

患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分别为２．８３％、２．１４％、

１．７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上数据低于床位数

≥９００张的大型 ＨＡＩ现患率（３．９１％）
［３］，达到全国

三甲 ＨＡＩ现患率＜１０％的标准。国内学者对湖北

省１０所医院 ＨＡＩ现患率调查
［７］发现，男性 ＨＡＩ现

患率为４．３９％，高于女性 ＨＡＩ现患率２．６６％。

Ｍｉｌｉａｎｉ等
［８］在法国的一项研究报道，男性与女性

ＨＡＩ现患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组调查显

示，男性 ＨＡＩ现患率（２．４７％）与女性（１．９８％）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考虑其可能与不同性别人

群的生理构造，疾病构成不同有关，其具体原因有待

进一步探讨。

谢多双等［７］研究报道，＜２５岁患者 ＨＡＩ现患

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而＞３４岁患者 ＨＡＩ现患

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升高，谭细兰等［９］研究结果与其

一致。本组调查发现，不同年龄组 ＨＡＩ现患率在年

龄维度上大致呈“Ｕ”型分布，０～组、１０～组、２０～组

患者 ＨＡＩ现患率分别为２．８７％、２．８３％、１．７７％，

≥７０岁组患者 ＨＡＩ现患率高达４．１５％。从３０岁

年龄组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ＨＡＩ现患率不断升

高。此分布特点可能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力及基

础疾病构成有关。因此，老年人、青少年和婴幼儿是

ＨＡＩ的高危人群，应作为 ＨＡＩ防控工作的重点，加

强目标性监测。

国内外有关 ＨＡＩ部位构成报道不尽相同。

Ｍｉｃｈａ等
［１０］对非洲的一项研究显示，较常见的感染

部位为手术部位（４４％），泌尿道（２６％）和血流

（２０％）。国内一家综合性医院的调查
［１１］表明，最常

见的感染部位为下呼吸道（４６．７０％），其次为上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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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３５．１３％）和胃肠道（５．７９）。本研究分析近３年

住院患者 ＨＡＩ部位的构成情况，结果发现，ＨＡＩ部

位构成比占第一位的为下呼吸道，高达４５．６７％，其

次为上呼吸道（９．９２％）、泌尿道（８．５２％）。不同地

区报道的感染部位排序不同，除了不同的研究人群

外，还可能与医院不同的诊疗特点有关。本院设有

８个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危重患者较多，患者机体

抵抗力低下且多伴有意识障碍；另外，人工气道和机

械通气的建立，使得发生下呼吸道感染的风险较高。

针对本院下呼吸道感染的高危因素进行探讨，了解

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类型及其病区分布特点，制订

相关防控措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本院内发

生的上呼吸道感染，考虑可能与免疫力低下患者受

凉后易感性增加有关，应加强病区开窗通风，同时做

好保暖防护措施。

此次ＨＡＩ现患率调查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本院

ＨＡＩ现状，获得了感染现患率及相关资料的基线数

据。目前的调查分析结果提示，本院 ＨＡＩ防控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外，应进一步明确医院感染

管理的工作核心，制定高效的 ＨＡＩ防控计划与措

施，最大程度地降低 ＨＡＩ风险，保证医疗安全。

［参 考 文 献］

［１］　ＹａｏＺ，ＰｅｎｇＹ，ＣｈｅｎＸ，ｅ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ａｃ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１０）：

ｅ０１４０６０４．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Ｊ］．中华医

学杂志，２００１，８１（５）：３１４－３２０．

［３］　吴安华，文细毛，李春辉，等．２０１２年全国医院感染现患率与横

断面抗菌药物使用率调查报告［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４，

１３（１）：８－１５．

［４］　ＴａｍｍｅｌｉｎＡ，Ｑｖａｒｆｏｒｄｔ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ｗｅｄｉｓ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Ｊ］．ＪＨｏｓｐＩｎｆｅｃｔ，

２０１５，９１（３）：２２０－２２４．

［５］　ＺａｒｂＰ，ＣｏｉｇｎａｒｄＢ，Ｇｒｉｓｋｅｖｉｃｉｅｎｅ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ＣＤＣ）ｐｉｌｏｔ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ｕｓｅ［Ｊ］．

Ｅｕｒｏ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２０１２，１７（４６），ｐｉｉ：２０３１６．

［６］　ＲｅｉｌｌｙＪ，ＣａｉｒｎｓＳ，ＦｌｅｍｉｎｇＳ，ｅ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Ｊ］．ＪＨｏｓｐＩｎ

ｆｅｃｔ，２０１２，８２（３）：１７０－１７４．

［７］　谢多双．医院感染流行病学研究［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２０１１．

［８］　ＭｉｌｉａｎｉＫ，ＭｉｇｕｅｒｅｓＢ，ＶｅｒｊａｔＴｒａｎｎｏｙＤ，ｅｔ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ｉｎｔ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

ｂｉａｌｕｓｅｉｎＦｒｅｎｃｈｈｏｍｅｃａ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Ｍａｙ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２［Ｊ］．Ｅｕｒｏ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２０１５，２０（２７），ｐｉｉ：２１１８２．

［９］　谭细兰．某大学附属医院医院感染现状及其危险因素的研究

［Ｄ］．广州：南方医科大学，２０１２．

［１０］ＭｉｃｈａＳ，ＫａｔｒｉｎＫ，ＲａｙｍｕｎｄＥＭ，ｅ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ａ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ａｒｕｒａｌ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ｉｎＧａｂｏｎ［Ｊ］．ＢＭＣ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４，１１（１４）：１２４－１３２．

［１１］魏秋霞，周雪宁，王彬源，等．综合性医院医院感染调查分析

［Ｊ］．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７）：１００８－１００９．

（本文编辑：左双燕）

·７８４·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６年７月第１５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５Ｎｏ７Ｊｕｌ２０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