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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
!

7###!;

$

!!

摘
!

要!目的
!

加强呼吸内科重症监护病房"

-3Z

$医院感染管理!动态了解医院感染发生率及相关导管感染率!针对性采取

防控措施&方法
!

确定
-3Z

目标性监测方案!设计医院感染个案监测和
-3Z

日志表格!对
"#!#

年
!

!

!"

月入住呼吸内科
-3Z

患

者进行前瞻性调查!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并及时反馈到科室!针对性地进行干预控制&结果
!

共调查
=#;

例患者!发生医

院感染
!!F

例!病例"例次$感染率为
!;9":B

!患者日感染率"例次$为
"!9"#l

&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为
!5976l

!中心静脉导

管相关血流感染率为
#9=:l

!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率为
#9"=l

&医院感染部位以肺部感染为主&结论
!

-3Z

目标性监测是一种科

学%有效的方法!便于监测
-3Z

医院感染动态变化!并制订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

关键词!呼吸监护病房+前瞻性研究+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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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重症监护病房$

-3Z

%是危重患者集中的区域!是

医院感染的高危人群"为加强医院感染管理!本科室制订了

-3Z

目标监测方案!由医院感染专职人员与
-3Z

医院感染监

控员密切配合!对
"#!#

年
!

!

!"

月本院呼吸内科
-3Z

所有患

者开展目标性监测!以利于及时掌握
-3Z

医院感染情况!并采

取有效防控措施!取得显著成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本院呼吸内科
-3Z

共收治

患者
=#;

例!其中男
7:F

例!女
"!!

例&年龄
""

!

:5

岁"对所

有入住本院呼吸内科
-3Z

的患者实时进行动态监测!转出后

随诊
76C

"

!9"

!

方法

!9"9!

!

监测方法
!

按照卫生部)医院感染监测规范*!对呼吸

内科
-3Z

的全部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每日查看患

者!填写
-3Z

医院感染个案监测表!并准时记录
-3Z

日志"

-3Z

日志监测内容包括当日入院人数+患者总数+呼吸机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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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

实施
!

由医院感染科专职人员与
-3Z

医院感染监控

员配合完成"由住院总医师和责任护士担任医院感染监控员"

-3Z

医院感染个案监测表的填报由住院总医师负责!

-3Z

日志

表每日定时填写由责任护士负责"医院感染科专职人员每日

巡查!负责
-3Z

目标监测方案的落实"

!9"9#

!

分析+总结+反馈
!

每月对监测资料进行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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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析医院感染发病特点!总结存在的问题!针对性提

出干预措施!及时反馈到科室"$

!

%感染率的计算#病例 $例

次%感染率
`

医院感染患者人数$例次%,同期住在
-3Z

的患者

总数
a!##B

&患者日感染率$例次%

`

医院感染患者人数$例

次%,同期住在
-3Z

的患者日数
a!###l

"$

"

%各类导管相关

感染率的计算#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
`

使用呼吸机患者中肺

部感染人数,同期患者使用呼吸机日数
a!###l

&中心静脉导

管相关血流感染率
`

中心静脉插管患者中血流感染人数,同期

患者中心静脉插管日数
a!###l

&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率
`

尿道插管患者中尿路感染人数,同期患者尿道插管日数
a

!###l

"

!9#

!

诊断标准
!

医院感染的诊断参照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

标准*"多重耐药菌是指细菌同时对
5

种以上结构不同$作用

机制不同%的抗菌药物耐药"

"

!

结
!!

果

"9!

!

医院感染发生率及部位分布
!

=#;

例患者中发生医院感

染
!!F

例!全年病例$例次%感染率为
!;9":B

!患者日感染率

为
"!9"#l

"医院感染病例部位分布以肺部感染为主!共
!!!

=F;5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7#

卷第
5;

期



例!另外血流感染
5

例!尿路感染
!

例!见表
!

"

表
!

!!

"#!#

年
!

!

!"

月医院感染发生率及部位分布

月份
$

住院

日数

病例$例次%

感染率$

B

%

患者日

感染率$

l

%

医院感染病例部位分布

肺部 血流 泌尿

! ;! F!: !;95: !:9"= : ! #

" ;! 7F; !!976 !F95F = # #

5 FF 76; "F97F "696# !5 ! #

7 F: 7;= "#957 "F9=# !" # #

F ;" 7;6 !79F" !:9"5 6 ! #

; ;" 77F !!9": !F9=5 ; # !

= =" F#5 "#965 ":96" !F # #

6 ;! 75= !!97= !;9#" = # #

: ;! 5F# !59!! ""96; 6 # #

!# 56 7## 5!9F6 5#9## !" # #

!! FF 7"F !#9:! !79!" ; # #

!" F: 7;: !59F; !=9#; 6 # #

合计
=#;F7"F !;9": "!9"# !!! 5 !

"9"

!

侵入性导管使用情况
!

=#;

例患者全年住院日数为

F7"F8

!同期使用呼吸机日数为
5#7!8

!呼吸机使用率为

F;9#;B

&同期使用中心静脉插管日数为
5==;8

!中心静脉导

管使用率为
;:9;#B

&同期使用尿道插管日数为
5;7;8

!导尿

管使用率为
;=9"!B

"

"9#

!

侵入性导管相关感染率
!

在
=#;

例患者中!同期使用呼

吸机日数为
5#7!8

!发生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共
7!

例

$

!5976l

%"同期使用中心静脉插管日数为
5==;8

!中心静脉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率为
#9=:l

"同期使用尿道插管日数为
5

;7;8

!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率为
#9"=l

!见表
"

"

表
"

!!

侵入性导管相关感染情况(

$

#

l

%)

月份
$

住院

$

8

%

呼吸机

$

5#7!8

%

中心静脉导管

$

5==;8

%

尿管

$

5;7;8

%

! ;! F!: F

$

"!97;

%

!

$

"9;=

%

#

$

#9##

%

" ;! 7F; 7

$

"!9:=

%

#

$

#9##

%

#

$

#9##

%

5 FF 76; !5

$

FF95"

%

!

$

"9;=

%

#

$

#9##

%

7 F: 7;= ;

$

"79:#

%

#

$

#9##

%

#

$

#9##

%

F ;" 7;6 5

$

"#9!5

%

!

$

59:6

%

#

$

#9##

%

; ;" 77F #

$

#9##

%

#

$

#9##

%

!

$

59=#

%

= =" F#5 "

$

F9#6

%

#

$

#9##

%

#

$

#9##

%

6 ;! 75= 5

$

!#9##

%

#

$

#9##

%

#

$

#9##

%

: ;! 5F# #

$

#9##

%

#

$

#9##

%

#

$

#9##

%

!# 56 7## "

$

;97=

%

#

$

#9##

%

#

$

#9##

%

!! FF 7"F #

$

#9##

%

#

$

#9##

%

#

$

#9##

%

!" F: 7;: #

$

#9##

%

#

$

#9##

%

#

$

#9##

%

合计
=#; F7"F 7!

$

!5976

%

5

$

#9=:

%

!

$

#9"=

%

"9$

!

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患者的病原菌携带情况
!

7!

例呼

吸机相关肺部感染!检出病原菌
77

株!其中
5

例患者同时检出

两种病原菌!存在混合感染"检出的病原菌以多重耐药菌为

主!其中鲍曼不动杆菌
"F

株$

F;96"B

%居首位"其他依次为#

铜绿假单胞菌
=

株$

!F9:!B

%!肺炎克雷伯菌
F

株$

!!95;B

%!

金黄色葡萄球菌
7

株$

:9#:B

%!大肠埃希菌
!

株$

"9"=B

%!其

他
"

株$

79FFB

%"

#

!

讨
!!

论

-3Z

是医院感染高危患者集中的区域!其侵入性诊疗措施

较多!医院感染发生率高-

!>"

.

"

-3Z

目标性监测是一种科学+有

效的监测方法-

5>7

.

!便于及时掌握
-3Z

医院感染动态变化-

F

.

!

并制订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

-3Z

目标监测及时地了解医院感染的发病特点和动态变

化趋势!可量化医院感染情况-

;

.

!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避免

医院感染流行"在对
-3Z

患者连续+系统性地进行监测的过

程发现!

"#!#

年
5

月!医院感染病例 $例次%感染率增高趋势明

显!达到
"F97FB

$表
!

%"及时下发
-3Z

医院感染控制措施#

医务人员手卫生标准操作规程$

'*+.8+D8&

(

0D+*)&.

(

D&108LD0

!

2AE

%!

-3Z

环境清洁消毒
2AE

!对
-3Z

工作人员和探视人员

加以限制与管理等!之后医院感染发生率总体下降趋势明显"

而同年
!#

月!医院感染发生率明显升高!达到
5!9F6B

!有医院

感染流行的趋势"将该信息及时反馈到科室!再次强调
-3Z

医院感染控制措施!提高医务人员防控意识!次月的医院感染

发生率明显下降"全年监测数据表明!医院感染病例 $例次%

感染率为
!;9":B

!患者日感染率为
"!9"#l

&发生医院感染病

例
!!F

例!其中肺部感染
!!!

例!位居医院感染部位之首-

=

.

"

因此!预防与控制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和多重耐药菌传播是医

院感染防控的重点"

侵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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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本院呼吸内科
-3Z

的侵入性导管使用率

高!发生医院感染的易感性也随之升高!是
-3Z

医院感染控制

的难点"本次监测结果显示!

"#!#

年
5

月呼吸机使用率较高!

其医院感染发生率也相应升高!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为

FF95"l

!病例$例次%感染率为
"F97FB

!患者日感染率为

"696#l

"全年监测资料分析!呼吸机使用率为
F;9#;B

!中心

静脉导管使用率为
;:9;#B

!导尿管使用率为
;=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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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年
=#;

例患

者中发生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共
7!

例!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

率为
!5976l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率为
#9=:l

!尿管

相关尿路感染率为
#9"=l

"结果显示!本院呼吸内科
-3Z

呼

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

!5976l

%较高!高于美国医疗安全网络

$

G%2G

%

"##;

年的监测结果-

!#

.

!但低于有关文献报道-

!!

.

"

"#!#

年
5

月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达到
FF95"l

!极有可能发

展为医院感染暴发!须及时干预"当月下发预防呼吸机相关肺

部感染
2AE

!并严格执行#$

!

%床头抬高
5#m

!

7#m

&$

"

%做好口腔

护理!每日
7

次!随时保持口腔清洁!口腔内不潴留分泌物&$

5

%

加强呼吸道管理!保持呼吸道通畅!吸痰严格无菌操作!杜绝外

源性感染&$

7

%加强手卫生和环境清洁-

!"

.

"次月起!呼吸机相

关肺部感染发生率很快得到遏制$表
"

%"本院呼吸内科
-3Z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和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的发病率低

$

#9=:l

+

#9"=l

%!低于
G%2G"##;

年的监测结果-

!!

.

!这与严

格执行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2AE

和尿管相关尿路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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