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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手术部位感染专题

骨科关节镜手术手术部位感染聚集的流行病学调查

杨剑税，闵琦芬

（常州市肿瘤医院感染管理科，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０３２）

［摘　要］　目的　对骨科关节镜手术后手术部位感染（ＳＳＩ）聚集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为医院感染防控提供依据。

方法　对某三级医院骨科２０２０年９—１０月关节镜术后３例ＳＳＩ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循证后干预，并对防控效果进

行评价。结果　骨科病区短期出现３例关节镜术后ＳＳＩ病例，切口分泌物培养均为铜绿假单胞菌，且药敏谱表型

一致。暂停关节镜手术，分别对相关医务人员卫生手、病房环境、手术器械等进行多批次采样，最后模拟手术操作

的方式在关节镜鞘卡管腔冲洗液标本中分离出铜绿假单胞菌，且与患者切口分泌物中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药敏结

果一致。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进行干预，将鞘卡低温等离子灭菌改成高温高压灭菌，再次模拟手术操作的方式

采集管腔冲洗液标本培养，未再培养出铜绿假单胞菌。恢复手术后１个月，未再发现ＳＳＩ病例，证实防控措施有

效。结论　关节镜鞘卡管腔内可能形成生物膜，清洗时难以去除。低温等离子灭菌无法穿透生物膜，导致关节镜

手术ＳＳＩ聚集事件，而热力学灭菌方式可高效灭活生物膜内的病原菌。

［关　键　词］　手术部位感染；骨科关节镜术；聚集；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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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部位感染（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Ｉ）是

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的重点内容。关节镜手术是一

种微创手术，操作者可通过微小切口将透镜金属管

插入关节腔，将关节腔内部结构投射到监视器上，从

而掌握关节腔内的病变情况，处理病变部位。既往

文献［１３］报道关节镜手术术后ＳＳＩ的年发病率约为

１．４‰～１８．０‰，尽管发病率较低，但一旦感染，患者

再入院、再手术概率增加，切口愈合延缓，医疗负担

增加［４６］。铜绿假单胞菌属于革兰阴性杆菌，广泛存

在于外界环境，尤其是潮湿环境，也可定植于人体皮

肤表面、呼吸道和消化道等部位，属于条件致病菌［７］，

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或接受某些侵入性、创伤性操作

后，可导致其感染概率增加［８］，引起呼吸道感染、尿

路感染、败血症、ＳＳＩ等。铜绿假单胞菌是ＳＳＩ的致

病菌之一［９］，定植通常先于感染，可通过污染的皮肤

黏膜、手术器械、植入物等侵犯器官腔隙，引起ＳＳＩ。

铜绿假单胞菌易在细菌外层形成生物被膜，发挥屏

障功能，产生免疫豁免，甚至导致细菌耐药，诱发持

续性感染［１０１２］。近年来，铜绿假单胞菌引起的关节

镜术后ＳＳＩ散发或聚集性事件屡见不鲜
［１３１５］，流行

病学和循证医学在此类事件的调查和控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感染聚集流行病

学调查体系［１６１７］，为医院感染防控提供了标准操作

规程（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ＯＰ）。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２９日，某三级医院骨科病区反映近期关节

镜术后出现３例ＳＳＩ病例，且切口部位分泌物均分

离出铜绿假单胞菌，立即请求给予医院感染防控指

导。感染管理科立即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采取针

对性干预措施，未再出现相关感染病例，现将调查过

程和干预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通过众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全

流程管理系统获取某三级医院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

１０月３１日３例骨关节镜手术后发生ＳＳＩ的患者临

床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床号、房间号、手术时间、手

术器械、手术医生、切口感染时间等。

１．２　判定标准　按照２００１年国家卫生部颁布的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１８］进行ＳＳＩ诊断。

１．３　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　使用ＢＤＰｈｏｅｎｉｘ１００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菌种鉴定和药物敏感性试

验，采用 ＫｉｒｂｙＢａｕｅｒ纸片扩散法对药敏结果进行

补充和验证，药敏试验结果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

标准协会（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ＣＬＳＩ）２０２０年制定的标准
［１９］判定。

１．４　流行病学调查　成立流行病学调查小组，通过

众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全流程管理系统获取相关

资料，并结合现场调查，核实感染病例及其基本信

息、手术医生等，分析病例的三间（时间、地点、人群）

分布特征。采集环境物体表面、卫生手、手术器械等

部位标本分析铜绿假单胞菌来源，按照标本的实验

室结果进行干预，追踪评价干预效果。

１．４．１　病例搜索　通过众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全流程管理系统对该医院骨科病区进行病例搜索，

时间范围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查询骨

科病区行关节镜手术的病例。

１．４．２　病例对照研究　利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

将３例关节镜术后ＳＳＩ的患者作为病例组，通过众

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全流程管理系统匹配对照组

病例。匹配条件：性别相同，年龄±１０岁，手术类型

为骨科Ⅰ类切口手术，手术等级为四级，手术日期为

２０２０年９—１０月。匹配原则：以感染病例的手术日

期为起点，由近及远逐一匹配，按照１∶４匹配，达到

数量匹配结束，共匹配对照病例１６例。

１．４．３　环境卫生学采样　手卫生采样：使用浸有复

方中和剂的一次性棉签在双手指曲面从指跟到指端

往返涂擦，折去操作者接触部分后投入采样管。环

境物体表面采样：使用一次性无菌棉签蘸取无菌生

理盐水，对高频接触的环境物体表面（包括门把手、

床栏、床头柜、导联线、监护仪按钮、水池出入口等）

进行采样。关节镜手术器械采样：鞘卡（见图１）管

腔充分摩擦后，一端倒入生理盐水，另一端收集入采

样管内；关节镜其他器械采样同环境物体表面采样

方法。所有批次的采样均设置阴性对照，标本采集

后３０ｍｉｎ内送至实验室，充分震荡后，接种于无菌

平皿，进行目标微生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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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关节镜鞘卡图片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ｏｃａｒ

１．５　统计分析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对数据进行整理

和汇总，应用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不同

组间ＳＳＩ发病率比较采用似然比χ
２ 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流行病学调查

２．１．１　感染病例基本信息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１０

月３１日３例患者关节镜术后发生ＳＳＩ，其中２例因

ＳＳＩ再入院，１例在住院期间发生，发生时间均在术

后２～３周。主要临床表现为：切口局部皮肤红肿，

皮温相对较高，按压疼痛，有不同程度的渗液、脓液，

切口分泌物及关节穿刺液培养均为铜绿假单胞菌，

符合ＳＳＩ的判定标准。３例关节镜手术患者中男性

１例，女性２例，年龄６２～６９岁，均合并基础疾病。

手术日期分别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９月１０日、１０月

１５日，Ａ、Ｂ医生参加了所有手术，Ｃ医生参加了２台，

Ｄ医生参加了１台。见表１。药敏试验结果显示３例

患者切口分泌物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对测试的抗菌

药物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

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

卡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均敏感，药敏谱表型基

本一致。

２．１．２　时间分布　２０２０年９—１０月３例关节镜术

后ＳＳＩ患者，感染时间距离较近。相比２０１９年同期

及２０２０年其他月份，２０２０年该时间段关节镜手术

后ＳＳＩ发病率明显升高（均０ＶＳ２５．００％）。

２．１．３　空间分布　３例ＳＳＩ患者分别为２７、２９、３１

床，其中２９、３１床在同一个房间，２７床在隔壁房间，

相距较近，具体床位分布见图２。

表１　３例关节镜术后ＳＳＩ患者基本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ＳＩａｆｔｅｒ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编号 年龄（岁） 性别 床号 基础疾病 ＳＳＩ类型 切口分泌物培养 手术日期 感染日期 手术医生

１ ６２ 男 ３１ 肺炎 表浅手术切口 铜绿假单胞菌 ９月４日 ９月１７日 Ａ、Ｂ、Ｃ医生

２ ６５ 女 ２９ 高血压 表浅手术切口 铜绿假单胞菌 ９月１０日 ９月１５日 Ａ、Ｂ、Ｄ医生

３ ６８ 女 ２７ 高血压、糖尿病 表浅手术切口 铜绿假单胞菌 １０月１５日 １０月２８日 Ａ、Ｂ、Ｃ医生

!"

!#

!$

!%

&'

&(

图２　３例关节镜术后ＳＳＩ患者床位分布

犉犻犵狌狉犲２　Ｂ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３ＳＳＩ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ａｒｔｈ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１．４　人群分布　２０２０年９—１０月开展骨科关节

镜手术共１２例，３例发生ＳＳＩ；同期开展非关节镜手

术的其他清洁切口手术２４４例，１例发生ＳＳＩ；关节

镜手术患者术后ＳＳＩ发生率高于非关节镜手术患者

（犘＜０．００１）。Ａ、Ｂ、Ｃ、Ｄ医生参与手术７５例，４例

发生ＳＳＩ；其余医生参与手术１８１例，均未发生ＳＳＩ；

Ａ、Ｂ、Ｃ、Ｄ医生涉及的手术术后ＳＳＩ发生率高于其

他医生（似然比χ
２＝９．９７６，犘＝０．００２）。本院共两

套关节镜手术器械，编为１号和２号。其中使用１号

关节镜手术器械的手术４台，３例ＳＳＩ；使用２号关

节镜手术器械的手术８台，未发生ＳＳＩ；使用１号关

节镜手术器械术后ＳＳＩ发生率高于２号关节镜手术

器械（犘＜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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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病例对照研究　基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将

１号关节镜手术器械、２６～３１床和 Ａ、Ｂ、Ｃ、Ｄ医生

分别作为危险因素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发现１号关

节镜手术器械（犘＝０．００９）和 Ａ、Ｂ医生（犘 值分别

为０．０１１、０．０３３）是本次感染聚集事件的危险因素。

见表２。

表２　关节镜手术术后ＳＳＩ的危险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ＳＩａｆｔｅｒａｒｔｈ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因素
病例组

（例）

对照组

（例）

ＳＳＩ发生率

（％）
犘＃

床号为２６～３１ ０．２３５

　是 ３ ３ ５０．００

　否 １ ８ １１．１１

１号关节镜手术器械 ０．００９

　是 ３ ０ １００

　否 １ １１ ８．３３

Ａ医生参加手术 ０．０１１

　是 ４ ２ ６６．６７

　否 ０ ９ ０

Ｂ医生参加手术 ０．０３３

　是 ３ １ ７５．００

　否 １ １０ ９．０９

Ｃ医生参加手术 ０．０７７

　是 ３ ２ ６０．００

　否 １ ９ １０．００

Ｄ医生参加手术 ０．２６７

　是 １ ０ １００

　否 ３ １１ ２１．４３

　　注：＃为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

２．１．６　环境卫生学采样　共采集标本９９份，其中

医生卫生手１５份，环境物体表面４８份，１号关节镜

手术器械（低温等离子灭菌或高温高压灭菌后）３６

份。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灭菌后的１号关节镜鞘卡

管腔冲洗液培养出铜绿假单胞菌，与患者切口分泌

物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两者药敏结果一致。高温高

压灭菌后的１号关节镜鞘卡管腔冲洗液、医生卫生

手和环境物体表面标本均未分离出铜绿假单胞菌。

２．２　防控措施评价　在未查明感染源的情况下，立

即暂停关节镜手术，暂时取消 Ａ、Ｂ、Ｃ、Ｄ医生手术

排班。在感染管理科流行病学调查结束后，将关节

镜鞘卡等非精密器械的灭菌方式改成高温高压灭

菌，于１１月６日恢复关节镜手术和４位医生手术排

班，至１２月８日共开展７台关节镜手术，分别在１

个月后对患者进行随访，未再出现ＳＳＩ病例，证实感

染防控措施有效。

３　讨论

２０２０年９—１０月该三级医院骨科短期内出现３

例关节镜术后ＳＳＩ病例，高于历年同期和该年的正

常ＳＳＩ发病率水平，且切口分泌物均分离到铜绿假

单胞菌，符合感染聚集性事件的定义。医院感染管

理科立即介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通过数据收集、

统计分析、标本采集等流程，分析传染源及传播途

径，并采取有效感染控制措施，未再出现ＳＳＩ病例。

本次流行病学调查分析ＳＳＩ聚集事件的时间、

空间、人群分布，发现３例ＳＳＩ均使用了１号关节镜

手术器械，涉及的４位医生在该时间段内ＳＳＩ发生

率普遍高于其他医生，且床位在相邻较近的２６～３１

床，因此，选择１号关节镜手术器械、２６～３１床和

Ａ、Ｂ、Ｃ、Ｄ医生分别作为危险因素进行病例对照研

究。初步发现１号关节镜手术器械和 Ａ、Ｂ医生是

本次感染聚集事件的危险因素，最后根据标本采集

和病原学鉴定发现，污染的关节镜鞘卡可能是本次

聚集性事件的重要感染源。

关节镜鞘卡是一类中空、细长的管腔类金属器

械，长约２０ｃｍ，直径约５ｍｍ，两端开口。管腔内容

易残留组织，且不易清洗。研究［２０］发现，采用冲洗

方式清洗曲卡管腔，内镜下仍然能发现附着在内壁

上的残留组织，这些组织残渣为细菌的生长和繁殖

提供了良好的生物基质。管腔内组织碎片同时也成

为了细菌的避难所，导致消毒或者灭菌效率降低，甚

至无效［２１］。病原菌可通过污染的鞘卡管腔进入关节

间隙，引起机会性感染，可能是导致感染聚集的生物

学基础之一。此外，铜绿假单胞菌形成的生物膜可能

是导致本次感染聚集事件的另一个重要生物学基础。

铜绿假单胞菌普遍存在于环境中，在潮湿环境中尤

甚，由此菌引起的ＳＳＩ占所有ＳＳＩ的１０％～１５％
［２２］，

是ＳＳＩ重要的致病菌之一。铜绿假单胞菌具有鞭

毛，可通过泳动在介质表面聚集黏附，并分泌胞外多

糖等基质将自身包裹，形成蘑菇状立体结构，即生物

被膜［２３］，为适应外界环境提供了良好的防御机制，

增加了细菌在应激状态下存活概率。有文献［２４］报

道低温等离子灭菌未成功灭活生物膜的案例。低温

等离子灭菌是通过高频的电场作用，在灭菌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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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均匀的等离子场，释放等离子体的同时产生紫

外线，能使微生物、蛋白质、核酸等生命物质发生氧

化，击穿细胞外壁，迅速达到灭菌效果。灭菌失败可

能与下列因素有关：一方面是低温等离子灭菌器未

能形成足够能量的等离子场；另一方面是生物膜的

特性，生物膜胞外基质具备较强的防渗透能力，而且

胞内细菌长期缺乏营养物质，部分转化为休眠菌，具

备较强的应激潜能［２５］。本起ＳＳＩ事件可能是因生

物膜形成，其内部包裹的致病菌获得了天然屏障，低

温等离子灭菌产生的能量未能完全击穿被膜，引起

灭菌失败。通过手术操作中挤压和摩擦等操作，生

物膜内的致病菌被释放，进入关节腔后引发ＳＳＩ。

关节镜鞘卡管腔内一旦形成生物膜，通过肉眼

难以发现，甚至污染的关节镜鞘卡经过低温等离子

灭菌后，生物监测指示卡也未曾出现异常。截至目

前，国家相关规范也从未提及须对灭菌后的手术器

械进行常规监测。在本次感染聚集事件报告之初，

医院感染管理科也曾尝试管腔淋洗的采样方式，但

未培养出细菌。因此，这种污染是相当隐蔽的。通

过文献复习，优化了曲卡管腔的采样方式，模拟手术

操作在其内壁充分摩擦后进行淋洗和收集，最终分

离到铜绿假单胞菌，且药敏结果与患者切口分泌物

中分离到的铜绿假单胞菌相同。在确定感染源后，

供应室加强了关节镜鞘卡清洗的工作，采用热力高

压灭菌替代了原先的低温等离子灭菌。微生物监测

合格后恢复关节镜手术，１个月未再出现ＳＳＩ病例。

根据２０１６年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医院感

染暴发控制指南》［２６］中相关表述，在超过感染性疾

病最长潜伏期的时间后１周内无新发感染病例出现

或发病率恢复到医院感染暴发前的平均水平，说明

采取的感染控制措施有效。

本次研究分析了关节镜术后ＳＳＩ的原因，可能

是鞘卡管腔灭菌失败，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次

研究缺少直接证据证实铜绿假单胞菌来自同一感染

源和排除清洗质量问题，也未验证生物膜的存在，主

要受限于专业设备和技术的缺乏，但是本次研究希

望能给类似感染事件的调查提供思路和借鉴。目

前，医院感染暴发监测主要通过分析感染发生率增

加获得线索，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临床科室是发现

感染聚集事件的“哨点”，临床医务人员须提高此类

事件的敏锐度，及时吹哨，主动上报，加强感染控制、

微生物、临床与护理等科室的团队协作，将感染暴发

遏制在萌芽状态。此外，患者出院后ＳＳＩ发病率资

料难以获得，普遍存在失访情况，易造成暴发监测的

缺失。因此，医疗机构应加强手术患者ＳＳＩ的随访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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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Ｊ］．Ｋｎｅｅ，

２０１７，２４（３）：５８８－５９３．

［３］　徐奎帅，张靓，戚超，等．关节镜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感染临

床分析［Ｊ］．青岛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２１，５７（５）：６７１－

６７４．

ＸｕＫＳ，ＺｈａｎｇＬ，ＱｉＣ，ｅｔａｌ．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ｒｕｃｉａｔｅ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ｉｎｇｄ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５７（５）：６７１－６７４．

［４］　ＷａｌｔｚＰＫ，ＺｕｃｋｅｒｂｒａｕｎＢＳ．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ＳｕｒｇＩｎｆｅｃｔ（Ｌａｒｃｈｍｔ），

２０１７，１８（４）：４４７－４５０．

［５］　ＴａｎＴ，ＬｅｅＨ，ＨｕａｎｇＭＳ，ｅｔａｌ．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ｐｉｎｅｓｕｒｇ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Ｊ］．ＳｐｉｎｅＪ，２０２０，

２０（３）：４３５－４４７．

［６］　ＬｏｈｓｉｒｉｗａｔＶ．Ｈｉｇｈ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ＳＩ）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ｕｎｄｌｅｒｅｄｕｃｅｓ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ＳＳＩａｆｔｅｒ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ＡｎｎＣｏｌｏｐｒｏｃｔｏｌ，２０２１，３７（３）：１４６－１５２．

［７］　ＭｏｒｉｎＣＤ，ＤéｚｉｅｌＥ，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Ｊ，ｅｔａｌ．Ａｎｏｒｇ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ｓｙｎｏｐｓｉｓｏｆ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Ｊ］．Ｖｉｒｕ

ｌ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１２（１）：１４６９－１５０７．

［８］　张亮，张柳颖，张石昊，等．上海市某地区养老机构患者相关

环境机会致病菌调查分析［Ｊ］．中国消毒学杂志，２０２１，３８

（１０）：７５７－７６０．

ＺｈａｎｇＬ，ＺｈａｎｇＬＹ，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ｆｒｏ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ｉｎｎｕｒｓｉｎｇｈｏｍｅｓ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ｒｅａ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Ｃｈｉ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８（１０）：７５７－７６０．

［９］　ＺｈａｄａｎＯ，ＢｅｃｋｅｒＨ．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ＡｅｓｔｈｅｔＳｕｒｇＪ，２０１８，３８（３）：２６５－２７３．

［１０］陈湘平，张金炎，滕真真，等．重症监护病房脑卒中后肺炎患

者多药耐药菌感染病原学检测分析［Ｊ］．医学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３３（１１）：１８４７－１８４９．

ＣｈｅｎＸＰ，ＺｈａｎｇＪＹ，ＴｅｎｇＺＺ，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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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ｉｓｍ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ｈｅｏ

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２０，３３（１１）：１８４７－１８４９．

［１１］ＬｅｅＫ，ＹｏｏｎＳＳ．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ｂｉｏｆｉｌｍ，ａ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ｌｉｆｅｆｏｒｆｉｔｎｅｓｓ［Ｊ］．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１７，２７（６）：１０５３－１０６４．

［１２］ＳｋａｒｉｙａｃｈａｎＳ，ＳｒｉｄｈａｒＶＳ，ＰａｃｋｉｒｉｓａｍｙＳ，ｅｔａｌ．Ｒｅｃｅｎｔ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ａｓｉｓｏｆ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犘狊犲狌犱狅

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ｉｏｆｉｌｍ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Ｊ］．Ｆｏｌｉａ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Ｐｒａｈａ），２０１８，６３（４）：４１３－

４３２．

［１３］ＴｏｓｈＰＫ，ＤｉｓｂｏｔＭ，ＤｕｆｆｙＪＭ，ｅｔａｌ．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犘狊犲狌犱狅

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Ｔｅｘａｓ，２００９［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ｏｓｐ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１１７９－１１８６．

［１４］ＤａｒａｄｋｅｈＳＴ，ＡｂｕｎａｓｓｅｒＭＪ，ＤａｒａｄｋｅｈＹＴ，ｅｔａｌ．Ｃａｓｅｒｅ

ｐｏｒ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ｐｔｉｃｋｎｅｅ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ｗｉｔｈ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

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ｂｙ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ａｖａｇｅｗｉｔｈｄｉｌｕ

ｔｅｄｐｏｖｉｄｏｎｅｉｏｄｉｎｅ［Ｊ］．ＩｎｔＪＳｕｒｇＣａｓｅＲｅｐ，２０２１，８５：

１０６２６２．

［１５］ＤｕｍｌａｏＰＩＥ，ＰａｎｅｒＮ，ＢａｔｈａｎＬ，ｅ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ｅｄｏｎｓｅｔｂｉｏａｂ

ｓｏｒｂａｂｌｅｓｃｒｅｗ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ｃｔｓｃｒｅｗ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ａｎｄ犘狊犲狌犱狅

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ｔｉｂｉａｌｔｕｎｎｅｌｏｓｔｅ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ａｒｔｈ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ｒｕｃｉａｔｅ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ｈａｍ

ｓｔｒｉｎｇｇｒａｆｔ［Ｊ］．ＢＭＪＣａｓｅＲｅｐ，２０１９，１２（９）：ｅ２２９９２７．

［１６］李占结，陈文森，刘成成，等．甲状腺癌根治术手术部位感染

聚集的流行病学调查［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９，１８（９）：

８２４－８２９．

ＬｉＺＪ，ＣｈｅｎＷＳ，ＬｉｕＣＣ，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ａｇ

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９，１８（９）：８２４－８２９．

［１７］倪建军，蒋强，葛瑞瑞，等．安徽省五河县一起初级中学肺结

核聚集性疫情调查分析［Ｊ］．结核与肺部疾病杂志，２０２１，２

（４）：３７０－３７２．

ＮｉＪＪ，ＪｉａｎｇＱ，ＧｅＲＲ，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ａｃｌｕｓｔｅ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ｏｆ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ｉｎｊｕ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ｉｎ

Ｗｕｈｅ，Ａｎｈｕｉ［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ａｎｄＬｕ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２１，２（４）：３７０－３７２．

［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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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

ｎ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ｖｅｒ

ｓｉｏｎ）［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１，８１（５）：

３１４－３２０．

［１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３０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１１－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ｓｔｏｒｅ．ａｎｓｉ．ｏｒｇ／ｓｔａ

ｎｄａｒｄｓ／ｃｌｓｉ／ｃｌｓｉｍ１００ｅｄ３０．

［２０］ＴｏｓｈＰＫ，ＤｉｓｂｏｔＭ，ＤｕｆｆｙＪＭ，ｅｔａｌ．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犘狊犲狌犱狅

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Ｔｅｘａｓ，２００９［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ｏｓｐ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１１７９－１１８６．

［２１］ＰａｒａｄａＳＡ，ＧｒａｓｓｂａｕｇｈＪＡ，ＤｅｖｉｎｅＪＧ，ｅｔ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ｒｕｃｉａｔｅ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Ｓｐｏｒｔｓ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９，１（６）：４８１－４８５．

［２２］ＭｏｒｅｍｉＮ，ＣｌａｕｓＨ，ＶｏｇｅｌＵ，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ｙ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ｐｒｏｏｆｆｏｒａ

ｒｏｌｅ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ｐｌｕｍｂ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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