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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感染监控中心#重庆市医院感染控制中心!重庆
7###7"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与掌握重庆地区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的实际发病情况!增强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防控意识!为制订医院感染

监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

由重庆市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于
"#!#

年组织对
5=

所医院住院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采用床

旁调查与病历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结果
!

共收到
5=

所医院调查资料!经审核资料合格者
5F

所+调查住院患者
"#75"

例!占应查

住院患者"

"#F:F

$的
::9"!B

+发生医院感染
:6F

例!感染
!!=7

例次!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59##B

!

69##B

者有
"5

所+排在前
7

位

的医院感染为呼吸道感染"

F;97=B

$%泌尿道感染"

:9!"B

$%手术切口与皮肤软组织感染"均为
:9#5B

$+重庆地区医院感染现患

率平均为
796"B

&结论
!

医院必须加强对住院患者治疗的管理!加强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

关键词!患病率+抗菌药物+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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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重庆地区医院感染现患率!提高全市医院感染管理

控制水平!根据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网要求!重庆市医院感染控

制中心!于
"#!#

年组织全市二级以上医院
5=

所进行医院感染

现患率调查!现将调查的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主要为重庆市二级以上的医院共
5=

所"调

查对象为参加调查每所医院所有住院患者!每天调查的对象是

该区域前一日$该日称为调查日%

#

#

##

!

"7

#

##

住院患者"调

查时间为
"#!#

年
7

!

:

月$自行安排调查启动时间%"在确定

调查启动时间后的
=8

内完成本次调查"医院感染专职人员

少的单位!

!8

不能完成调查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将临床科室

分成几个区域!每天调查
!

个区域"

!9"

!

方法
!

重庆市感染控制中心组织全市二级以上的医院进

行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培训!采用统一方法+统一表格进行调

查!按调查表格逐项进行填写"在调查中!采取床旁调查和查

阅病历相结合的方法"按每
F#

张床位配备
!

名调查人员!由

监控医师和监控护士组成!各参加调查医院在调查开始前
5

!

F8

!向各个科室发出通知!说明调查目的!要求各科对住院患

者完善各项与感染性疾病诊断有关的检查&由专职人员采取床

旁逐个调查和病案调查相结合!疑难病例由所在医院组织有关

人员讨论确定!然后分医院汇总报全国医院感染培训基地统计

分析"

!9#

!

诊断标准
!

按照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

行%*$卫医发-

"##!

.

"

号%执行"

"

!

结
!!

果

"9!

!

医院感染现患率情况
!

共调查
5=

所医院中经审核资料

合格者
5F

所!合格率达
:79F:B

"住院患者
"#F:F

例!实查率

为
::9"!B

$

"#75"

,

"#F:F

%"发生医院感染
:6F

例!感染现患

率范围为
#9##B

!

:96=B

!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59##B

!

69##B

者有
"5

所医院!医院感染现患率平均为
796"B

!医院

感染例次为
!!=7

例次!例次感染率为
F9=FB

"从学科分组情

况来看!外科组感染最高$

F96FB

%!内科组为
F9#FB

!专科组

为
"9F!B

&感染率为
79##B

!

!#9##B

者有
!;

个$

7=9#;B

%学

科组!

%

!#9##B

有
!

组!

$

!9##B

有
"

组!最低者为
#97FB

"

不同科室的医院感染现患率有很大的差异!综合重症监护病房

$

-3Z

%的现患率$

5"9:5B

%最高!其次为肿瘤科$

:96;B

%+神经

外科$

:9=6B

%+烧伤科$

:9=!B

%"儿科新生儿+儿科非新生儿+

产科新生儿的现患率分别为
79:;B

+

!9!FB

+

#9:5B

"不同规

模医院的现患率分布见表
!

"

"9"

!

医院感染的部位构成情况
!

医院感染的部位构成比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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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呼吸道为首位!占
759=6B

!其次为上呼吸道$包括扁桃体

炎+鼻窦炎等%!占
!"9;:B

!泌尿道占
:9!"B

!手术切口与皮肤

软组织均各占
:9#5B

!胃肠道占
=9!;B

!深部体腔占
"9"!B

!

血管相关性感染占
"9#7B

!其他占
796;B

"

表
!

!!

不同规模医院的医院感染现患率

医院床位$张% 医院$所% 监测人数 现患率$

B

%

$

5## 6 !6": 59!"

5##

!

F:: !7 ;=#F F956

;##

!

6:: !# ;:7F 797F

&

:## 5 7:F5 F9"!

合计
5F "#75" 796"

"9#

!

医院感染病原学检测情况
!

!!=7

例次医院感染中仅分

离出
7#7

株病原体!分离率为
5797!B

!近
;59F:B

医院感染在

没有任何病原学指导的情况下使用抗菌药物&病原体主要来自

下呼吸道+泌尿道+手术切口+引流液等&检出病原菌中革兰阴

性菌占
F:9!;B

!革兰阳性菌占
";9:6B

!真菌占
!596;B

&排名

前
!#

位者依次为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真菌+大肠埃

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杆菌属+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肠球

菌属+沙雷菌属+不动杆菌属等!见表
"

"

"9$

!

医院感染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

将调查医院按学科分类来

看!抗菌药物当日使用率大于
=#9##B

有
=

个学科!从高到低

依次为综合
-3Z

+儿科+神经外科+

-3Z

+泌尿外科+呼吸科+五

官科+妇产科&

F#9##B

!

;:9##B

有
:

个学科&

-3Z

抗菌药物使

用率最高达
6797#B

!病原学送检率为
7:9;#B

!其中治疗性使

用占
;79F5B

&

G-3Z

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6#9"#B

!病原学送检

率为
":9:#B

!其中治疗性使用占
=;96#B

!见表
5

"

表
"

!!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株#

B

%)

病原体 菌株构成 病原体 菌株构成

金黄色葡萄球菌
55

$

69!=

% 肠杆菌属
!:

$

79=#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F

$

59=!

% 沙雷菌属
!

6

$

!9:6

%

其他葡萄球菌
!7

$

597=

% 变形杆菌属
!

7

$

#9::

%

肺炎链球菌
=

$

!9=5

% 不动杆菌属
!

6

$

!9:6

%

其他链球菌
!#

$

"976

% 鲍曼不动杆菌
F;

$

!596;

%

肠球菌属
!#

$

"976

% 假单胞菌属
!

7

$

#9::

%

分枝杆菌属
"

$

#9F#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6

$

!9:6

%

真菌
F;

$

!596;

% 铜绿假单胞菌
;=

$

!;9F6

%

其他革兰阳性菌
!6

$

797;

% 其他革兰阴性菌
"!

$

F9"#

%

大肠埃希菌
77

$

!#96:

% 合计
7#7

$

!##9##

%

表
5

!!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科别
抗菌药物使用率

$

B

%

抗菌药物使用目的$

B

%

治疗 预防 治疗
f

预防

抗菌药物联用$

B

%

一联 二联 三联
&

四联
病原菌送检率$

B

%

内科组
779## 6"97# !79## 59F# ;69:# ":9=# !95# #9"# ""9:#

外科组
;#9## 5#9;# F59=# !F9=# F=9:# 5:97# "97# #95# ;9"#

专科组
;69!# F!96# 5:9F# :9=# F!9:# 7;9=# !9"# #9!# !#9:#

总计
FF9"# F59F# 5;9F# !#9!# F:9:# 569"# !9=# #9"# !59##

#

!

讨
!!

论

本次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是重庆地区首次较大规模的调

查!也是区域性群体首次加入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网的医院"医

院调查审核合格率达
:79F:B

$

5F

,

5=

%!显示出调查有一定广

泛性和调查资料的可靠性"

"5

所医院的现患率为
59##B

!

69##B

!与全国调查水平基本相等!但低于一些发达国家-

!>7

.

!

医院感染现患率平均为
796"B

&现患率高的科室为
-3Z

!其次

为肿瘤科+神经外科+烧伤科!这些科室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

和广泛介入操作有关&各医院间现患率差异较大!最低为

#97FB

!说明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对医院感染监控重视程

度以及有无完善的专业体制监测有很大的关系-

F>=

.

!提示本地

区的医院感染病例监测存在较严重的漏报"

医院感染部位主要分布在下呼吸道+上呼吸道+泌尿道+手

术切口等!与国内报道一致-

6

.

!这与使用呼吸机!动+静脉插管!

泌尿道插管等介入性操作中未能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范有

关-

:

.

!提示减少不必要的介入性操作!严格无菌技术可减少医

院感染的发生"

医院感染病例的病原菌检出率为
5797!B

!病原体中革兰

阴性菌占
F:9!;B

"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真菌仍为

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

!#>!"

.

"本地区抗菌药物使用率平均为

FF9"#B

!以一联为主!二联为辅!内科组主要为治疗用药!外科

组以预防用药为主!但部分医院$科%仍存在预防使用抗菌药物

过高+联合使用率较高+没有开展临床病原微生物学检测项目

等问题!以至于病原学检出率较低!给医院感染的诊断和控制

增加了难度"提示加强本地区各医院微生物学实验室建设!提

高整体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水平!开展细菌耐药性监测!对临床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有重要的意义-

!5>!F

.

"

总之!本次调查不仅提高了本地区医院感染专职人员对监

测和控制的认识!也学习到了监测方法"针对重庆地区目前感

染控制的实际情况!各医院领导应重视医院感染监测!在感染

控制方面投入一定的财力+物力+人力!组建一支高水平医院感

染控制队伍很有必要"

'志谢*向参加调查的医院"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重庆

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中山医院%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重庆

市中医院%重庆市肿瘤医院%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重庆市第七

人民医院%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重庆市

西郊医院%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重钢总医院%重庆市第三人民

医院%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重庆市合川

区人民医院%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重庆

市万盛区人民医院%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重庆市渝北区

人民医院%重庆江陵医院%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重庆市涪陵中

心医院%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重庆市大足县人民医院%重庆

市云阳县人民医院%重庆市璧山县人民医院%重庆市潼南县人

民医院%重庆市綦江县人民医院%重庆市铜梁县人民医院%重庆

市开县人民医院%重庆市梁平县人民医院%重庆市荣昌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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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均有限!尤其是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圈人均占有卫生资源仅

为都市发达经济圈的
!

,

5

-

!F

.

!

%HR4

疫情高峰期卫生人员和

卫生资源紧缺!

%RH4

的筛查+诊断+治疗+隔离+预防等防治

环节都存在一定隐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隐患就是医院感染

暴发-

!;

.

"因此!须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指导力度!使其在收治

%RH4

的同时就应对患儿实行有效的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减

轻转诊到上级医疗机构的防控难度!将医院感染控制的关口前

移"同时医疗机构还应加强医务人员的手卫生和无菌操作观

念!严格落实消毒隔离措施!防止
%RH4

二代病例出现!杜绝

%RH4

医院感染暴发"

参考文献!

-

!

. 卫生部
9

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

年版%-

P[

,

AS

.

9

$

"#!#>

#7>"!

%-

"#!!>#=>!#

.

9C**

(

#,,

VVV9K&C9

N

&O91.

,

(

LM,)1>

/),0'

,

ML').0''

,

C*K,/),0'

,

K&C

I

X'

,

'5F6;

,

"#!##7

,

7;6679

C*K,9

-

"

. 卫生部
9

肠道病毒
=!

型$

P]=!

%感染重症病例临床救治

专家共识$

"#!!

年版%-

P[

,

AS

.$

"#!!>#F>!5

%-

"#!!>#=>

!#

.

9C**

(

#,,

VVV9K&C9

N

&O91.

,

(

LM,)1/),0'

,

ML').0''

,

C*>

K,/),0'

,

K&C

I

X'

,

'5F6F

,

"#!!#F

,

F!=F#9C*K,9

-

5

. 时影影!黄水平!刘凌!等
9

宿迁市社区居民手足口病知识

知晓率调查分析-

$

.

9

中国校医!

"#!!

!

"F

$

!

%#

"#>"!9

-

7

. 李家伟!舒莎!袁茂阳!等
9"##:

年贵阳市重症手足口病流

行病学分析-

$

.

9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

!

"#

$

"7

%#

56";>

56":9

-

F

. 傅利军
9"##:

年绍兴市手足口病流行病学分析-

$

.

9

中国

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

!

5!

$

F

%#

F#=>F#69

-

;

. 卫生部
9

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

"##:

版%-

P[

,

AS

.

$

"##:>#;>#7

%-

"#!!>#=>!#

.

9C**

(

#,,

VVV9K&C9

N

&O91.

,

(

LM,)1/),0'

,

ML').0''

,

C*K,/),0'

,

K&C

<

M

I

/TX

<

,

'5F=6

,

"##:#;

,

7!#7=9C*K,9

-

=

. 强德仁
9

常州市武进区
"#!#

年手足口病流行病学分析

-

$

.

9

江苏卫生保健#学术版!

"#!!

!

!5

$

5

%#

!7>!F9

-

6

. 徐航!黄桂芹!张志深!等
9"5:!

手足口病例住院患儿临

床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

.

9

临床荟萃!

"#!!

!

";

$

:

%#

6!#>

6!!9

-

:

.

S).\g

!

%')+2%

!

%L+.

N

g3

!

0*+,9ED&)./,+KK+*&D

I

1

I

>

*&T).0D0+1*)&.').0.*0D&O)DL'=!)./01*)&.'&/*C010.*D+,

.0DO&L''

I

'*0K

-

$

.

93,).-./01*4)'

!

"##5

!

5;

$

5

%#

";:>"=79

-

!#

.

S).\g

!

3C+.

N

Sg

!

%')+2%

!

0*+,9\C0!::60.*0D&O)DL'

=!&L*MD0+T). \+)V+.

#

(

+*C&

N

0.0')'+.8 K+.+

N

0K0.*

-

$

.

93,).-./01*4)'

!

"##"

!

572L

((

,"

#

2F">F=9

-

!!

.张笃飞!向伟
9

手足口病并神经源性肺水肿的机械通气辅

助治疗-

$

.

9

重庆医学!

"##:

!

56

$

"5

%#

5##5>5##79

-

!"

.张小鸥!王威!缪大宏
9

散发无皮疹型肠道病毒
=!

型感染

致肺出血患儿的早期急救护理-

$

.

9

实用医学杂志!

"#!#

!

";

$

7

%#

;6;>;6=9

-

!5

.何时军!陈栋 郑晓群!等
9

肠道病毒
=!

型感染首发肺水

肿和肺出血
5

例报道-

$

.

9

中华儿科杂志!

"##6

!

7;

$

=

%#

F!5>F!;9

-

!7

.高兰华!郭会!张远征!等
9

手足口病防控工作的方法及分

析-

$

.

9

社区医学杂志!

"##:

!

=

$

!6

%#

;F>;;9

-

!F

.张彦琦!唐贵立!王文昌!等
9

重庆市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

研究-

$

.

9

重庆医学!

"##6

!

5=

$

"

%#

!5!>!559

-

!;

.汪锡文!高建慧!肖桐明
9

手足口病定点医院救治的调查

与管理-

$

.

9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F6!>

!F6"9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上接第
5;;!

页%

参考文献!

-

!

. 任南!文细毛!吴安华!等
9

全国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结果

的变化趋势研究-

$

.

9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

;

$

!

%#

!;>

!69

-

"

.

2+80D%2

!

HD)*'1C0\J

!

$&.0'JG9E&*0.1

I

+.8'

(

01*DLK

*D0.8'/&D10/0

(

)K0*0'*08+

N

+).'*;F=7;1,).)1+,M+1*0D)+,

)'&,+*0'1&,,01*08).G&D*C?K0D)1+.K08)1+,10.*0D'

#

D0>

'L,*'/D&K*C02PG\Jg ?.*)K)1D&M)+,2LDO0),,+.10ED&>

N

D+K

$

!::6>"##5

%-

$

.

94)+

N

.R)1D&M)&,-./01*4)'

!

"##F

!

F"

$

5

%#

";F>"=59

-

5

. 吴安华!任南!文细毛!等
9!F:

所医院医院感染现患率调

查结果分析-

$

.

9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F

!

7

$

!

%#

!">!;9

-

7

.

i&**)3R

!

R0''&D),&,)U93C+D)0DS

!

0*+,9%&'

(

)*+,>+1>

h

L)D08)./01*)&.').-*+,

I

#

+D0

N

)&.V)80

(

D0O+,0.10'*L8

I

-

$

.

9$%&'

(

-./01*

!

"##7

!

F;

$

"

%#

!7">!7:9

-

F

. 黄琼华
9

住院患者医院感染调查与控制措施-

$

.

9

中华医

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65#>"67#9

-

;

. 亓春花!姜永杰!吕荣菊!等
9

重症监护病房获得性感染的

发生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

9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6

!

!6

$

7

%#

7:7>7:;9

-

=

. 韦艳!古力夏提!热依汗!等
9

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结果分

析-

$

.

9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

!

!#

$

5

%#

""#>"""9

-

6

. 陈红!王晓青!周宁!等
9

住院患者医院感染流行病学动态

分析-

$

.

9

重庆医学!

"#!#

!

5:

$

"7

%#

55;5>55;79

-

:

. 张艳青!甘明秀!林璇!等
9

目标性监测与干预在降低呼吸

机相关肺炎中的作用-

$

.

9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

!#

$

!

%#

5#>5"9

-

!#

.肖永红
9

细菌耐药监测与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管理-

$

.

9

中

国医院感染控制杂志!

"##:

!

6

$

7

%#

";=>"=#9

-

!!

.陈萍!刘丁
9

中国近
5#

年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的流行特征

与对策-

$

.

9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

:

$

;

%#

56=>5:"9

-

!"

.谭湘淑!刘原!韩新鹏!等
9

西安地区鲍曼不动杆菌耐亚胺

培南的机制研究-

$

.

9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5:!

-

!5

.王芳!易滨!刘军!等
9:=#

例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调查-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F

!

7

$

!

%#

7:>F#9

-

!7

.汪复
9"##;

年中国
3%-GP\

细菌耐药性监测-

$

.

9

中国抗

感染化疗杂志!

"##6

!

6

$

!

%#

!>:9

-

!F

.石岩!刘大为!许大波!等
9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临床

治疗初探-

$

.

9

中国抗感染化疗杂志!

"##=

!

=

$

!

%#

57>5=9

$收稿日期#

"#!!>#5>#:

!

修回日期#

"#!!>#:>!"

%

7;;5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7#

卷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