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通讯作者!

\0,

#

!5F:7F=!#=6

&

P>K+),

#

1K;;!"#;

"

').+91&K

"

"经验交流"

某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目标性监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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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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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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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重症监护病房"

-3Z

$医院感染发生率及导管相关感染情况&方法
!

对该院
-3Z

的
7#;

例住院患者发生

医院感染的情况进行调查!采用平均病情严重程度等级评定表"

?2-2

$评分法调整医院感染发生率!并对侵入性操作相关感染进

行分析&结果
!

7#;

例
-3Z

住院患者中!发生医院感染
==

例!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69:=B

!患者日感染率为
"F9;7l

!根据病情的

?2-2

评分法调整后的日感染率为
=9#!l

+各种侵入性操作相关感染日感染率中呼吸机相关感染"

]?E

$居首位!动%静脉插管相

关性血流感染次之&结论
!

-3Z

患者是医院感染易感人群!目标性监测可及时%准确地获得
-3Z

医院感染资料!有利于制订有效

控制医院感染的措施!是一种科学的监测方法&

关键词!监测+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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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

-3Z

%是危重患者集中监护及治疗的单位!

也是医院感染人群集中和感染因素集中的场所!其感染发生的

概率均比其他科室高-

!

.

"为了有效预防和控制
-3Z

医院感

染!本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
-3Z

开展了目标性监

测!现将监测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3Z"#!#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

院患者共
7#;

例!其中男
":6

例!女
!#6

例&年龄
!

!

:"

岁!

!#

岁以下
6

例!

!#

!

;#

岁
!=5

例!

;#

岁以上
""F

例&平均住院时

间
"F8

&涉及疾病以呼吸衰竭+多器官功能障碍+颅脑损伤+各

种原因导致的休克为主"

!9"

!

方法

!9"9!

!

监测方法
!

对
-3Z

医护人员统一进行培训"由
-3Z

感染监控护士每日对患者进行观察!每天评估患者病情!对转

出
-3Z

患者随诊
76C

!填写
-3Z

住院患者日志和
-3Z

住院患

者平均病情严重程度等级评定表$

?2-2

%!每周
!

次-

"

.

"对发

生医院感染的病例!由主管医师填写医院感染病例登记表并报

告医院感染管理科"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每天到
-3Z

!对

目标性监测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干预可能发生感染的危险因

素等"

!9"9"

!

诊断标准
!

根据卫生部
"##!

年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

标准$试行%*对感染患者进行诊断"

!9"9#

!

感染率比较
!

按月+季+年计算出
-3Z

患者感染发生

率及日感染率!再依据
?2-2

调整法!得出调整后感染率加以

比较"

"

!

结
!!

果

"9!

!

感染发生情况
!

7#;

例患者中发生感染
==

例!感染发生

率为
!69:=B

&

!#5

例次感染!例次感染率为
"F95=B

&

7#;

例患

者总住院天数为
7#!=8

!日感染率为
!:9!=l

!例次日感染率

为
"F9;7l

&

?2-2

评分
59;;

分!日感染调整率为
F9"7l

!例次

日感染调整率为
=9#!l

"感染部位#肺部
6!

例$

=69;7B

%!血

液
:

例$

69=7B

%!口腔
F

例$

796FB

%!尿路
7

例$

5966B

%!伤口

"

例$

!9:7B

%!肠道
!

例$

#9:=B

%!腹腔积液
!

例$

#9:=B

%"

"9"

!

导管相关性感染
!

呼吸机相关性肺部感染$

]?E

%

6!

例!

感染率为
!:9:FB

!呼吸机使用
"#:;8

!呼吸机相关感染率为

569;Fl

&动+静脉插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

例!感染率为
"9""B

!

动+静脉导管使用
"#7;8

!动+静脉导管相关感染率为
797#l

&

尿道插管相关性尿路感染
7

例!感染率为
#9::B

!尿道使用

5"6;8

!尿道相关感染率为
!9""l

"调整率
`

相关感染率,

平均病情严重程度
59;;

"

"9#

!

病原菌调查
!

送检阳性标本
!#=

株!病原学送检率为

!##B

!感染频率较高的前
!#

位病原菌依次是#鲍曼,溶血不动

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白色念珠菌+溶血葡萄球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大肠埃希菌+真菌+克

柔念珠菌!见表
!

"

表
!

!!

-3Z

病原菌与感染部位构成比

细菌名称 菌株
肺部

$株%

血流

$株%

泌尿道

$株%

其他

$株%

构成比

$

B

%

鲍曼,溶血不动杆菌
"= "7 5 # # "F9"5

铜绿假单胞菌
"7 "! ! ! ! ""975

肺炎克雷伯菌
!" !# " # # !!9"!

白色念珠菌
= ; # # ! ;9F7

溶血葡萄球菌
= ; ! # # ;9F7

金黄色葡萄球菌
F 5 # # " 79;=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F F # # # 79;=

大肠埃希菌
F 5 ! ! # 79;=

真菌
7 ! # # 5 59=7

克柔念珠菌
5 ! # ! ! "96#

其他病原菌
6 F ! ! ! =976

合计
!#= 6F : 7 : !##9##

"9$

!

多重耐药情况
!

在
!#=

例病原菌中!多重耐药
;6

例!占

;59FFB

!其中
FF

例发生在肺部!肺部多重耐药患者占多重耐

药总人数的
6#966B

"

#

!

讨
!!

论

#9!

!

导管相关感染中以下呼吸道感染为主!

]?E

占
569;Fl

"

与任玲等-

5

.调查结果一致"主要与
-3Z

危重症患者多使用气

管切开$或插管%机械通气等因素有关!机械通气时间过长也是

引起
]?E

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7

.

!另外与未按要求做好

手卫生-

F

.

!以及呼吸机螺纹管和湿化器等的管理不规范等关系

密切"

#9"

!

深静脉插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为
797#l

!和徐秀华等-

;

.

报道的
Fl

相似!有资料显示!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使平均住院

时间延长
=8

!病死率提高
!#B

!

"#B

-

=

.

"

-3Z

患者静脉留置

==;5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7#

卷第
5;

期



导管时间普遍较长!输入血液+血制品及脂肪乳剂患者较多!这

是导致感染的主要原因!另外抗生素的使用和无菌操作等对导

管相关感染也有一定的影响"

#9#

!

尿路感染在国内外医院感染中仅次于肺部感染-

6

.

!但本

次统计结果排在第
5

位!留置导尿管相关的尿路感染只有

!9""l

"因尿路感染与导尿时细菌带入尿道及膀胱而造成上

行感染关系较大-

:

.

"一方面医护人员非常重视导尿时的相关

操作!无菌观念强!导尿流程+尿管护理严格按照指南进行!减

少了尿路感染的机会!另外
-3Z

重危患者多!泌尿道感染症状

不易显现出来!加之没有对导尿患者尿液进行常规监测!与标

本采样+送检时机均不规范等因素有关"

#9$

!

鲍曼,溶血不动杆菌是医院感染的重要致病菌-

!#>!!

.

!这

与抗菌药物使用不规范-

!"

.

+环境的清洁消毒不彻底等有

关-

!5

.

!另外!抗菌药物长时间使用!特别是大剂量+联合用药破

坏自身菌群生态平衡!降低了致病菌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7

.

"

-3Z

患者病情危重!机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低下!侵入性操

作多!大量应用广谱抗菌药物!医院感染的危险性比普通病房

高
F

!

!#

倍-

!F

.

"目标性监测能准确+适时地反映医院感染状

况!便于及时寻找感染的危险因素!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医院感

染!是一种科学的监测方法"

-3Z

是医院感染的高危科室!应

将
-3Z

住院患者作为重点监测对象!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监

控并实施早期干预!消除或减少感染危险因素!以预防和控制

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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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例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分析

余蔚琪!曾闽榕!何驭鲲!廖友鑫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感染管理科
!

7#"";#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医院感染现状!为控制医院感染危险因素提供依据&方法
!

对该院
"#!#

年
6

月
!#

!

!7

日住院患者医院

感染现患率进行调查&结果
!

调查住院患者
67!

例!医院感染
5"

例!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596#B

+感染例次
55

例!例次现患率为

59:"B

!其中下呼吸道感染
!=

例!占总感染例次的
F!9F"B

!为医院感染最多的部位&抗菌药物当日使用率为
F;9##B

!一联用药

占
;7955B

+二联用药占
5796"B

+三联用药占
#96FB

&细菌培养标本送检率为
"79:"B

&结论
!

该院医院感染现患率较低!主要

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应加强对重点部门侵入性操作的目标监测和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监测!提高病原学的送检率!有效控制医院感

染的发生&

关键词!抗菌药+细菌+患病率+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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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切实加强本院医院感染控制!了解医院感染状况!于

"#!#

年
6

月
!#

!

!7

日对本院住院患者进行了医院感染现患

率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对
"#!#

年
6

月
!#

!

!7

日$均对前一日即

#

#

##

!

"7

#

##

%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分析!应调查住院患者
6=5

例!实际调查
67!

例!实查率为
:;955B

!符合卫生部相关规定

要求$实查率大于或等于
:;B

%

-

!

.

"其中男
7=#

例!女
5=!

例&

年龄
"78

至
:#

岁"包括当日出院+转院和死亡的患者!但不

包括当日新入院患者"

!9"

!

方法

!9"9!

!

资料来源
!

调查前向各科室负责人发出通知!要求各

科室选派
!

名主治医师和
5

年以上住院医师作为调查人员"

由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于调查前
"

!

58

对参与调查人员进行

6=;5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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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