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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科研现状调查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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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１９８６年以来我国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科研现状及发展趋势，为提高我国医院感染管理研究

能力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全国１３个省及军队系统的１７０所医院进行问卷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医院感染专职人员论文发表情况、医院感染相关著作出版情况、医院感染相关科研课题申报情况及其

科研获奖情况。结果　１７０所医院中二级医院６３所、三级医院１０７所。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期间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

员共发表论文２５９６篇，其中中文论文２５５５篇，英文论文４１篇；二级医院共发表论文１０５篇，三级医院２４９１篇。

４个时间段中论文发表数量均逐年增多。２０１１年以后三级医院的英文论文发表数量明显增多。被调查医院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共编写了６８部医院感染管理方面书籍，其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共出版３５部，占总数的５１．４７％。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间共申请各类医院感染相关科研课题２１７项，其中三级医院２１３项，占９８．１６％。申请课题的时间

以２０１１年以后为主，共１２５项，占５７．６０％。结论　我国医院感染管理相关研究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医院感染管

理部门及医院感染专职人员均逐渐重视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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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伴随着医院的形成而产生
［１］，因其具

有易流行、易致命、难预测、难控制的特点［２３］，近年

来，逐渐引起临床、护理、保健、健康教育等部门的重

视。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我国１３个省及军

队系统的１７０所医院１９８６年以来医院感染专职人

员的论文、论著、科研课题及获奖情况进行分析，了

解和掌握３０年以来我国医院感染相关科研的现状、

流行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今后提高我国医院感染管

理研究能力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

按照地方医院和军队系统医院分别进行抽样，地方

医院按照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综合评价选取全国１３

个省，每个省份按照医院的等级分别抽样，军队系统

医院依据地理位置抽取了７个不同省份的７所三级

医院。本次共调查了１７０所医院的医院感染相关科

研情况。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参加“医院感染

管理工作３０周年总结”调研的医院进行调查，统一

设计调查问卷，包括医院感染专职人员论文发表情

况、医院感染相关著作出版情况、医院感染相关科研

课题申报情况及其科研获奖情况。

１．３　统计分析方法　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件建

立数据库并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共调查１７０所医院，其中二级医院

６３所、三级医院１０７所，回收有效问卷共１７０份，回

收有效率１００％。

２．２　医院感染专职人员论文发表情况　１７０所医

院在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期间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共

发表 论 文 ２５９６ 篇，其 中 中 文 论 文 ２５５５ 篇

（９８．４２％），英文论文４１篇（１．５８％）；二级医院共发

表论 文 １０５ 篇 （４．０４％），三 级 医 院 ２４９１ 篇

（９５．９６％）。４个时间段中论文发表数量均逐年增

多，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以后。２０１１年以后三级医院的

英文论文发表数量明显增多。见表１。

２．３　医院感染相关著作出版情况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

被调查医院共编写了６８部医院感染管理方面书籍，

其中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编写了１２部，南京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空军总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各

编写了５部。不同时间段医院感染著作出版情况：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出版７部（占１０．２９％），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出版８部（占１１．７６％），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出版１８部

（占 ２６．４７％），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出 版 ３５ 部 （占

５１．４７％）。

表１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论文发表情况（篇）

犜犪犫犾犲１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ｐｅｒｓｂｙＨＡ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ｅ

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ｉｅｃｅｓ）

时间段（年）
二级

中文 英文

三级

中文 英文

合计

中文 英文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３ ０ ３５６ ０ ３５９ 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１３ ３ ３７８ １ ３９１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３２ ２ ６８７ ２ ７１９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５０ ２ １０３６ ３１ １０８６ ３３

合计 ９８ ７ ２４５７ ３４ ２５５５ ４１

２．４　医院感染相关科研课题申报情况　１９８６—

２０１５年参与调查医院的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共

申请各类医院感染相关科研课题２１７项，其中三级

医院 ２１３ 项，占 ９８．１６％。申请课题的时间以

２０１１年以后为主，共１２５项，占５７．６０％。申请课题

数量居前３位省份为湖南省、北京市、江西省，课题

数量依次为３８项、３６项、２９项，其中湖南省以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申请课题最多，占湖南省课题总数的

９７．３７％（３７／３８）。课题研究方向主要涉及多重耐药

菌防控、手卫生、医院感染标准制定、职业暴露与防

护等。见表２。

表２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申请医院感染相关科研课题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ｂｙＨＡＩ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省份

二级医院

医院数

（所）

科研课

题数（项）

三级医院

医院数

（所）

科研课

题数（项）

合计

医院数

（所）

科研课

题数（项）

湖南省 ４ ０ ６ ３８ １０ ３８

北京市 ２ ０ １０ ３６ １２ ３６

江西省 ６ １ ６ ２８ １２ ２９

贵州省 ５ ０ ７ １７ １２ １７

军队系统 ０ ０ ７ １６ ７ １６

新疆 ７ ３ ３ １０ １０ １３

安徽省 ９ ０ ９ １２ １８ １２

河南省 ６ ０ ６ １１ １２ １１

江苏省 ３ ０ １４ １１ １７ １１

内蒙古 １ ０ １１ ９ １２ ９

河北省 ６ ０ ６ ８ １２ ８

山东省 ７ ０ １１ ８ １８ ８

黑龙江省 ２ ０ ５ ５ ７ ５

山西省 ５ ０ ６ ４ １１ ４

合计 ６３ ４ １０７ ２１３ １７０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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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医院感染相关科研获奖情况　参与调查的

１７０所医院，共填报了２０８项获奖，其中以优秀论文

类获奖为主，共有１１８项，占获奖总数的５６．７３％；

其次为科技进步／成果奖，共５４项，占２５．９６％。从

获奖的医院来看，以三级医院为主，占总数的

９５．１９％。

３　讨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被调查医院的医院感染相关研

究处于稳步上升阶段，２００６年以后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特别是２０１１年以后发展迅速。医院感染专职人

员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２００６年以后均较２００６

年以前有明显增加。医院感染的科研课题及获奖，

也以２００６年以后为主，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国内公开发表的医院感染相

关论文［４９］进行分析发现，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有：

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病原体特

征、种类及分布；手术相关医院感染的防控；消毒、灭

菌及其监测与管理；医院感染管理经验分享；医院感

染监测数据分析；消毒供应中心医院感染管理；护理

工作在医院感染中的作用；重症监护病房的医院感

染管理；医院感染相关危险因素等。使用“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等在ＰｕｂＭｅｄ上检索到，１９８６年

以来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方面的论文［１０１３］发表数量

最多，特别是传染病医院感染防控［１４］及多重耐药菌

防控［１５］。

不同级别医院的医院感染专职人员科研发展不

平衡。１９８６年以来发表的２５５５篇中文论文，其中

三级医院占９６．１６％；三级医院发表的英文论文数

量占英文论文总数的８２．９３％；三级医院申请的科

研课题数占课题总数的９８．１６％。随着医院感染各

专业委员会、学组的建立，为医疗机构医院感染专职

人员开展科研活动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技术支持

等，已有越来越多的基层医院也开始了医院感染相

关的研究。

近年来医院感染相关著作的编写非常重视医院

感染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的研究。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间，被调查医院出版的医院感染管理相关著作数量

超过之前２５年数量的总和。随着医院感染相关著

作的出版，医院感染管理学在我国逐渐形成一门独

立的综合性边缘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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