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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综合性
2(g

医院感染的目标性监测分析

张为华!易光兆#

!袁
!

?!黄文祥!杜渝平!苏小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感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动态了解综合性
2(g

医院感染发病率及相关导管感染率!采取防控措施&方法
!

制订
2(g

目标性监测方案!

设计医院感染的个案监测和
2(g

日志表格!对
"%!%

年
!

"

!"

月入住综合性
2(g

的患者进行前瞻性调查!对监测资料进行分析(

总结!并及时将监测结果反馈到临床科室!针对性地进行干预控制&结果
!

"%!%

年共调查
@%4

例患者!发生医院感染
?0

例

"

;#%?U

%!患者日感染率"例次%为
"!#"0l

&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为
"%#$!l

!导管相关血液感染率为
!#4;l

!尿管相关尿路感

染率为
0#4?l

&医院感染以肺部感染为主&结论
!

2(g

目标性监测能及时发现医院感染管理的薄弱环节!适时制订有效的感染

控制措施!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监测方法&

关键词"重症监护病房$感染$前瞻性研究

96:

!

!%#0;<;

"

=

#:,,>#!<?!/@0$@#"%!!#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

"

"%!!

%

0$/0$4?/%0

N0(

/

*&-2(5*$110",*0"40"01

)

-$-'+"'-','6$01$"+*,&$'"$",'6

.

(*#*"-$5*!<Q

4,"#

&

G-(,%"

#

$(J%"#

&

K,"0

#

#

$%"#4,-

#

!%"#

&

G-#E("#

&

#

/%$%F(#

&

#

)%I("0

3

(#

$

/-

7

"89:-#90

1

B#

1

->9(0%=/(=-"=-=

#

C,-N(8=9O

11

(*("9-;!0=

7

(9"*

#

+,0#

&3

(#

&

?-;(>"*D#(<-8=(9

.

#

+,0#

&3

(#

&

$%%%!<

#

+,(#"

&

7%-&(0,&

!

8%

9

*,&$5*

!

.6B>9EG,AL>99

C

>L5:IL77

C

ADE56GF:9:A

C

6H>6,6I65:L7:>HEIA:6>L>9ADEGE7LAE9ILADEAEG:>HEIA:6>GLAE:>

I65

J

GEDE>,:ME2(g

#

L>9A6ALQE

J

GEME>A:6>L>9I6>AG675EL,BGE,#:*&#'4-

!

1LA:E>A,D6,

J

:AL7:OE9:>I65

J

GEDE>,:ME2(gHG65 L̂>B/

LG

C

A6REIE5FEG"%!%PEGE

J

G6,

J

EIA:ME7

C

:>ME,A:

K

LAE9F

C

H6G5B7LA:>

K

2(gALG

K

EA,BGME:77L>IE,IDE5EL>99E,:

K

>:>

K

IL,E,BGME:77L>IE

6H>6,6I65:L7:>HEIA:6>L>92(g76

K

H6G5#.DE,BGME:77L>IE9LALPEGEL>L7

C

OE9L>9,B55LG:OE9

#

L>9ADEGE,B7A,PEGEHE9FLIQA6

I7:>:IL79E

J

LGA5E>A,H6GI6>9BIA:>

K

ALG

K

EA:>AEGME>A:6>#;*-21&-

!

-A6AL76H@%4

J

LA:E>A,PEGE:>ME,A:

K

LAE9:>"%!%P:AD>6,6I65:L7

:>HEIA:6>:>?0IL,E,

$

;#%?U

&

#.DE>6,6I65:L7:>HEIA:6>:>I:9E>IE

J

EG

J

LA:E>A/9L

C

PL,"!#"0l

#

P:AD"%#$!lH6GFGELAD:>

K

5LID:>E

GE7LAE97B>

K

:>HEIA:6>GLAE

#

!#4;lH6GILADEAEGGE7LAE9F7669:>HEIA:6>GLAEL>90#4?lH6GBG:>LG

C

ILADEAEGGE7LAE9BG:>LG

C

AGLIA:>/

HEIA:6>GLAE#1B756>LG

C

:>HEIA:6>PL,ADE5L

=

6G>6,6I65:L7:>HEIA:6>#<'",12-$'"

!

2(gALG

K

EA,BGME:77L>IE:,L,I:E>A:H:I

#

EHHEIA:ME

5EAD69PD:IDIL>H:>9PELQ>E,,E,:>5L>L

K

E5E>A6H>6,6I65:L7:>HEIA:6>L>9P6GQ6BAEHHEIA:ME:>HEIA:6>I6>AG675EL,BGEA:5E7

C

#

=*

)

>'(4-

!

:>AE>,:MEILGEB>:A,

%

:>HEIA:6>

%

J

G6,

J

EIA:ME,AB9:E,

!!

综合性
2(g

是本院危重患者集中的区域#病种多而复杂#

病情重#侵入性操作多#是医院感染高发的重点部门'为有效

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

年本院医院感染管理科$简称院感

科&制定了
2(g

目标监测方案#对所有患者开展前瞻性调查#

有效控制了医院感染的发生#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本院综合性
2(g

共收治

@%4

例患者#男
$!!

例#女
0;$

例%对所有入住的患者实时进行

动态监测#转出
2(g

后随诊
$@D

'

?#@

!

方法

?#@#?

!

监测方法
!

依照卫生部,医院感染监测规范-#对全部

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填写,

2(g

医院感染个案监测

表-#并准时记录,

2(g

日志-'

2(g

日志监测的内容包括当日

入院人数(患者总数(呼吸机使用人数(中心静脉导管留置人

数(保留尿管人数(医院感染病例数等'由院感科的专职人员

与
2(g

院感监控员配合完成'院感科专职人员每日巡查#负

责
2(g

目标性监测方案的落实'

2(g

院感监控员由住院总医

师和责任护士担任',

2(g

医院感染个案表-的填报由住院总

医师负责#,

2(g

日志表-每日定时填写由责任护士负责'

?#@#@

!

分析(总结(反馈
!

2(g

目标性监测资料每月进行统

计#得出监测数据!病例$例次&感染率(患者日感染率$例次&%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各类导管相关感染率$呼吸机(中心静脉置

管(保留导尿管&'动态了解医院感染发病率及相关导管感染

率#分析发病特点#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干预措

施#及时反馈到科室'$

!

&医院感染率的计算!病例 $例次&感

染率
Y

医院感染患者人数$例次&

m

同期
2(g

的住院患者总

数
W!%%U

%患者日感染率$例次&

Y

医院感染患者人数 $例

次&

m

同期
2(g

的住院患者日数
W!%%%l

'$

"

&各类导管相

关感染率的计算!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
Y

使用呼吸机患者中

肺部感染人数
m

同期患者使用呼吸机日数
W!%%%l

%中心静

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率
Y

中心静脉插管患者中血流感染人

数
m

同期患者中心静脉插管日数
W!%%%l

%导尿管相关尿路

感染率
Y

尿道插管患者中尿路感染人数
m

同期患者尿道插管

日数
W!%%%l

'

?#A

!

诊断标准
!

医院感染的病例诊断参照卫生部,医院感染

诊断标准-

)

!

*

'多重耐药菌是指细菌同时对
0

种以上的抗菌药

物均耐药'

@

!

结
!!

果

@#?

!

医院感染发病率及部位分布
!

@%4

例患者中发生医院感

染
?0

例#全年病例$例次&感染率为
;#%?U

#患者日感染率为

?4$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0l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以肺部感染为主#见表
!

'

@#@

!

侵入性导管使用情况
!

@%4

例住院患者全年住院日数为

0$0@9

#同期使用呼吸机日数为
!4!;9

#呼吸机使用率为

$$#!@U

%同期使用中心静脉插管日数为
"4"%9

#中心静脉导

管使用率为
?0#0%U

%同期使用尿道插管日数为
0%@!9

#导尿

管使用率为
@;#<"U

'本院综合
2(g

各类侵入性导管的使用

情况#见表
"

'

表
!

!!

"%!%

年本院综合
2(g

医院感染发病率及部位分布

月份
#

住院$

9

&

病例$例次&

感染率$

U

&

患者日感

染率$

l

&

部位分布

肺部 血流 泌尿 其他

! $" 0$! "@#4? 04#!; ; % 0 %

" 4% ";% !$#%% "$#!$ $ % 0 %

0 <0 0"; ;#4" !@#"$ $ ! ! %

$ ?! 0%! @#$4 !;#;0 0 ! % "

4 ?" "?; <#;$ !?#;" 0 % % "

< ?$ "0; 4#$! !<#?$ 0 % % !

? @; 0!0 @#;; "4#4< 4 % % 0

@ @4 "!4 0#40 !0#;4 " % ! %

; <$ "?; !%#;$ "4#%; $ " % !

!% <0 0"! ;#4" !@#<; $ % " %

!! $4 "0% !0#00 "<#%; 0 % ! "

!" @? 0%! 0#$4 ;#;? 0 % % %

合计
@%4 0$0@ ;#%? "!#"0 $? $ !! !!

表
"

!!

"%!%

年本院综合
2(g

侵入性导管使用情况

月份 住院$

9

&

呼吸机

使用

$

9

&

使用率

$

U

&

中心静脉导管

使用

$

9

&

使用率

$

U

&

尿管

使用

$

9

&

使用率

$

U

&

! 0$! "%" 4;#"$ !@! 40#%@ 0"$ ;4#%!

" ";% !$0 $;#0! !<; 4@#"@ "?" ;0#@%

0 0"; !$@ $$#;@ "$% ?"#;4 "?; @$#@%

$ 0%! !!@ 0;#"% "!@ ?"#$0 "<$ @?#?!

4 "?; !"$ $$#$$ "$0 @?#!% "4< ;!#?<

< "0; @" 0$#0! "%$ @4#0< "%@ @?#%0

? 0!0 !"< $%#"< "?! @<#4@ "@; ;"#00

@ "!4 @4 0;#40 !?! ?;#40 !@" @$#<4

; "?; !$! 4%#4$ "%" ?"#$% "4@ ;"#$?

!% 0"! !?! 40#"? "$% ?$#?? ";? ;"#4"

!! "0% @< 0?#0; !$4 <0#%$ !;4 @$#?@

!" 0%! ;0 0%#;% "0< ?@#$! "4? @4#0@

合计
0$0@ !4!; $$#!@ "4"% ?0#0% 0%@! @;#<"

@#A

!

侵入性导管相关感染率
!

在
@%4

例患者中#发生呼吸机

相关肺部感染共
0!

例#其感染率为
"%#$!l

%导管相关血流感

染率为
!#4;l

%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率为
0#4?l

#见表
0

'

@#B

!

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患者的病原菌携带情况
!

在
@%4

例

患者中#共发生
0!

例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检出病原菌
00

株#

其中
"

例患者同时检出
"

种病原菌#存在混合感染'患者携带

的病原菌以多重耐药菌为主#同邓钰等)

"

*的报道相似'其中鲍

曼不动杆菌
""

株#居首位#见表
$

'

表
0

!!

"%!%

年本院综合
2(g

侵入性导管相关感染情况

月份
#

住院

$

9

&

呼吸机

感染

$

#

&

感染率

$

l

&

中心静脉导管

感染

$

#

&

感染率

$

l

&

尿管

感染

$

#

&

感染率

$

l

&

! $" 0$! 4 "$#?4 % %#%% 0 ;#"<

" 4% ";% $ "?#;? % %#%% 0 !!#%0

0 <0 0"; 0 "%#"? ! $#!? ! 0#4@

$ ?! 0%! " !<#;4 ! $#4; % %#%%

4 ?" "?; " !<#!0 % %#%% % %#%%

< ?$ "0; " "$#0; % %#%% % %#%%

? @; 0!0 0 "0#@% % %#%% % %#%%

@ @4 "!4 " "0#40 % %#%% ! 4#$;

; <$ "?; $ "@#0? " ;#;% % %#%%

!% <0 0"! " !!#?% % %#%% " <#?0

!! $4 "0% ! !!#<0 % %#%% ! 4#!0

!" @? 0%! ! !%#?4 % %#%% % %#%%

合计
@%40$0@ 0! "%#$! $ !#4; !! 0#4?

表
$

!!

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病原菌携带情况

病原菌 株数 构成比$

U

&

鲍曼不动杆菌
"" <<#<?

铜绿假单胞菌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0#%0

白假丝酵母
" <#%<

合计
00 !%%#%%

A

!

讨
!!

论

本院综合性
2(g

集中收治了各科重危患者#病种多而复

杂#病情危重#加之侵入性诊疗操作多#易发生医院感染)

0/$

*

'

2(g

目标性监测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监测方法)

4/<

*

#便于及时掌

握
2(g

医院感染动态变化#并制订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

2(g

目标监测能量化医院感染发病情况#及时地了解医院

感染的动态变化趋势#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

*

'在连续(系

统性的监测过程中发现#

"%!%

年
!

月份#医院感染病例 $例次&

感染率较高#达
"@#4?U

'原因为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低(

2(g

环境清洁消毒制度不健全(工作人员及探视人员多等'针

对此情况#院感科及时下发
2(g

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医务人员

手卫生标准操作规程$

,AL>9LG96

J

EGLA:6>

J

G6IE9BGE

#

*V1

&(

2(g

环境清洁消毒
*V1

(对
2(g

工作人员和探视人员加以限

制与管理等#并严格执行#由院感科专职人员督查实施'次月

的病例 $例次&感染率下降为
!$#%%U

#下降趋势明显'从医院

感染部位分布来看#全年发生的
?0

例医院感染患者以肺部感

染为主#占
$?

例#其次是尿路感染$

!!

例&'监测数据表明#全

年共监测
@%4

例患者#住院日数
0$0@9

#医院感染病例 $例次&

感染率为
;#%?U

#患者日感染率为
"!#"0l

'

综合性
2(g

侵入性导管使用率高$见表
"

&#发生医院感染

的易感性也随之升高#是
2(g

医院感染控制的难点'侵入性

@4$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导管使用率是衡量造成医院感染外来因素危险大小的评价方

法)

?/;

*

'

"%!%

年
!

(

"

月份呼吸机和留置尿管的使用率高#医院

感染病例$例次&感染率和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率亦高$见表
!

(

"

&'全年监测资料分析#呼吸机使用率为
$$#!@U

#中心静脉

导管使用率为
?0#0%U

#导尿管使用率为
@;#<"U

'

侵入性导管相关感染是
2(g

目标监测的重点#是医院感

染预防与控制的重要环节'侵入性导管相关感染率是评价导

管使用日发生相应感染的概率大小#即!引起医院感染可能性

的大小)

?/;

*

'

"%!%

年
!

(

"

月#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较高$见

表
0

&#当月下发预防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
*V1

!床头抬高
0%

"

$%n

)

!%

*

%作好患者的口腔护理#每日
$

"

<

次#随时保持口腔的

清洁%加强呼吸道的管理#保持呼吸道通畅#吸痰严格无菌操

作#杜绝外源性感染等'次月起#其感染率逐渐下降'本次监

测结果显示#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较高$

"%#$!l

&#高于美国

医疗安全网络$

]T*]

&

"%%<

年的监测结果)

!!

*

'因此#加强对

综合性
2(g

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的预防是重点)

!"

*

'导管相关

血流感染和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的发病率低$

!#4;l

(

0#4?U

&#

低于
]T*]"%%<

年的监测结果)

!!

*

#这与严格执行预防导管相

关血流感染
*V1

和尿管相关尿路感染
*V1

有关'

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的病原菌携带以多重耐药菌为

主)

!0

*

#控制其传播是重点'本次目标监测结果显示#全年共发

生
0!

例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检出的病原菌以多重耐药菌为

主'感染多重耐药菌的患者#对大多数常用抗菌药物耐药#临

床治疗效果差#病死率高'院感科结合本院综合性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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