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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的发病率估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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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周口市中心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河南 周口　４６６０００；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河南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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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基于某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结果估算其发病率，为采取重点干预，降低医院感染发病率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某三级甲等医院２０１８年医院感染现患率的调查数据，采用ＲｈａｍｅａｎｄＳｕｄｄｅｒｔｔｈ公式

估算不同科室、不同部位的医院感染发病率。结果　医院感染现患率为３．８４％，估算发病率为４．５７％。重症监护

病房的医院感染现患率最高（１６．１３％），儿科估算的医院感染发病率最高（８．７８％）。下呼吸道的医院感染现患率

和发病率均居首（２．３５％和２．２８％）。结论　医院感染患病情况调查建议同时报告现患率和估算发病率，提高干预

措施的科学性，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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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已经成为影响患者安全，降低医疗质

量，增加医疗费用，延长住院时间的重要原因［１］。为

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欧洲已有基于现患率调查结

果估算发病率的研究［２］，但是国内尚未见相关报道。

因此，本研究基于某三甲医院２０１８年医院感染现患

率调查结果估算发病率，确定不同科室和不同部位

的医院感染发病情况。为采取重点干预，减少医院

感染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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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某三甲医院２０１８年医院感染现患

率调查数据，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１．２　现患率调查方法　选取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２—２７

日中某日０：００～２４：００该院所有住院患者，包括当

日出院、转科、死亡的患者，但不包括当日新入院的

患者。包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ＮＩＣＵ）的住院患

者，但不包括产科中跟随母亲的新生儿。调查前一

日由医院感染管理科统一组织调查人员进行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医院感染现患率

调查方法、医院感染病例报告流程等。在调查开始

前一周，向临床各科室发出通知，说明调查目的，要

求临床科室医生完善与患者感染性疾病诊断相关的

各项指标及病历记录。调查人员由医院感染管理

科、部分临床科室兼职感控医生组成，每５０张床位

配备１名调查人员，４～５名调查人员为一组，由医

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任组长，每组负责调查８～１０

个病区，调查人员通过查阅病历，床旁问询，逐一填

写医院感染现患率个案调查表，每个病区均在调查

当日完成调查。调查结束后由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

人员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１．３　诊断标准　医院感染诊断按照卫生部２００１年

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３］，包括调查日

新发生的医院感染以及过去发生的医院感染，但在

调查日仍未痊愈者；不包括过去发生的已经痊愈的

医院感染者。

１．４　统计分析　医院感染现患率＝医院感染例数／

调查患者数×１００％。采用 ＲｈａｍｅａｎｄＳｕｄｄｅｒｔｔｈ

公式估算不同科室和不同部位患者的医院感染发病

率（ＲｈａｍｅａｎｄＳｕｄｄｅｒｔｔｈ公式
［４］：Ｉ＝Ｐ×［ＬＡ／（ＬＮ

－ＩＮＴ）］，Ｉ为估算发病率，Ｐ为医院感染现患率，

ＬＡ为住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ＬＮ为医院感染患者

的平均住院日，ＩＮＴ为医院感染患者发生医院感染

的时间与入院时间差值的平均值）。

２　结果

２．１　医院感染患病情况　共调查住院患者２５５３

例，年龄为（４７．６３±２４．５３）岁，发生医院感染

９８例，医院感染现患率为３．８４％。调查患者中

男性 １２８９ 例，发生医院感染６８例，现患率为

５．２８％；女性１２６４例，发生医院感染３０例，现患率

为２．３７％。

２．２　不同病区医院感染现患率和估算发病率　重

症监护病房的医院感染现患率最高，为１６．１３％，其

次为外科（５．２２％）。估算医院感染发病率最高的为

儿科（８．７８％），其次为重症监护病区（７．７４％）。见

表１。

表１　不同病区医院感染患病情况和估算发病率

犜犪犫犾犲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ＨＡＩ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病区

医院感染患病情况

调查

例数

感染

例数

现患率

（％）

转化系数

［ＬＡ／（ＬＮ－ＩＮＴ）］

估算医院

感染

发病率

（％）

重症监护病房 ９３ １５ １６．１３ ０．４８ ７．７４

儿科 ２６３ １０ ３．８０ ２．３１ ８．７８

外科 ９３８ ４９ ５．２２ １．４６ ７．６２

内科 １２５９ ２４ １．９１ ０．９８ １．８７

合计 ２５５３ ９８ ３．８４ １．１９ ４．５７

２．３　不同部位医院感染现患率和估算发病率　下

呼吸道医院感染现患率和估算发病率均居首位

（２．３５％和２．２８％），上呼吸道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０．３１％，但估算发病率为０．５１％。见表２。

表２　不同部位医院感染患病情况和估算发病率

犜犪犫犾犲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ａｔ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

感染部位

医院感染患病情况

感染例数 现患率（％）

转化系数

［ＬＡ／（ＬＮ－ＩＮＴ）］

估算医院

感染

发病率

（％）

下呼吸道 ６０ ２．３５ ０．９７ ２．２８

腹（盆）腔组织 ９ ０．３５ １．９９ ０．７０

上呼吸道 ８ ０．３１ １．６６ ０．５１

手术部位 ８ ０．３１ １．５９ ０．４９

血液 ５ ０．２０ ２．３２ ０．４６

皮肤软组织 ３ ０．１２ ０．９８ ０．１２

胃肠道 ３ ０．１２ ５．８４ ０．７０

口腔 ２ ０．０８ ９．７５ ０．７８

中枢神经系统 ２ ０．０８ ０．６７ ０．０５

泌尿道 １ ０．０４ ９．７５ ０．３９

其他部位 ４ ０．１６ １．２２ ０．２０

３　讨论

医院感染调查结果显示，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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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略高于杨环等
［５］基于１３２所医院报道的

２．０２％，低于吴安华等
［６］基于３７所教学医院报道的

６．３０％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道的７．１％
［７］。

为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相关指南［８］表明，早期针对

性的重点干预是减少医院感染发生最经济、有效的

措施。

本研究显示，发生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区和部位

为重症监护病房和下呼吸道，与国内研究［９１１］结果

一致。儿科医院感染现患率低，其估算发病率却最

高；下呼吸道医院感染现患率和估算发病率均居首

位；上呼吸道医院感染现患率较高，但其估算发病率

不高。因为估算发病率不仅与感染现患率相关，还

与转化系数相关。

现患率是特定时间总人群中的新旧病例之和，

反映的是该时间医院感染患病现状。发病率是某段

时间总人群中的新发病例数，反映某时间段医院感

染发病情况，有助于早期识别医院感染的暴发流

行［１２］。医院感染关键在预防，因此，基于发病率制

定防控方案更为合理。然而，国内的早期干预大多

是基于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结果开展的，由于医院

感染现患率并不等同于发病率，可能会降低干预的

成本效益。相比于现患率调查，发病率调查需要耗

费较多的人力、时间和经费。基于现患率调查估算

的发病率，既能够反映医院感染的发生风险［２］，又能

够弥补发病率调查的缺陷，提高干预措施的科学性

和成本效益。

本研究基于国内医院感染现患率标准调查方案

获得的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数据，利用Ｒｈａｍｅａｎｄ

Ｓｕｄｄｅｒｔｔｈ公式估算发病率。由于该研究是单中心

的研究，研究的代表性有限，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

确证。综上所述，医院感染患病情况调查建议同时

报告现患率和估算发病率，提高干预措施的科学性，

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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