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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血液透析室医院感染管理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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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感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重庆市
=!

所医院血液透析室医院感染管理的现状!提出规范化管理对策$方法
!

根据卫生部,医疗机构

血液透析室管理规范-和,重庆市血液透析室评审验收标准-!对重庆市
,#

所三级医院和
8!

所二级医院血液透析室预防医院感染

管理质量进行现场考核评估!内容包括*基本概况)设备与环境布局)透析液)透析器复用)组织机构)病案管理等
,#

部分!共
<!

项

指标!总分
,##

分$结果
!

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

$./*/8#

#!但均存在血液透析室的环境布局和

工作流程不合理)透析室的辅助用房少)洗手设施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在透析用水的水质监测方面!三级医院明显优于二级医院

"

6."*=/

!

$

%

#*##,

#(透析器复用管理方面!部分三级医院仍在使用透析器复用!二级医院普遍取消了透析器复用!两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6.V"*#<

!

$

%

#*##,

#$结论
!

各级医院均应加强血液透析室环境布局)工作流程及洗手设施的合理化建设!规范并加

强透析用水的医院感染监测!提高血液透析室预防医院感染的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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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血液透析室医院内感染事件屡有发生#其管理亦受到

卫生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解重庆市血液透析室医

院感染管理现状#重庆市卫生局组织专家组于
8#,#

年
/

月至

(

月#对全市
,#

所三级医院和
8!

所二级医院的血液透析室进

行专项检查,现将相关的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梳理现况#

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以期提高血液透析室医院感染规范化管

理水平,

>

!

资料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选择首期向重庆市血液透析室质控中心申报

评审验收的共
=!

所医院血液透析室#其中#三级医院
,#

所#二

级医院
8!

所,

>*?

!

调查方法
!

根据卫生部的.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医疗机

构血液透析室管理规范/和.重庆市血液透析室评审验收标

准/#对各级医院进行现场评估)打分)通报,检查组由医院感

染管理专家和血液透析专家组成,检查内容包括基本概况)设

备与环境布局)透析液)透析器复用)组织机构)病案管理等
,#

部分#共
<!

项指标#总分
,##

分,检查组成员集中培训学习血

液透析室评审验收标准#统一检查方法#然后以查阅资料)实地

检查)现场考核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状调查,

>*@

!

统计学处理
!

全部资料录入
6DHC2

数据库#用
9Z99,,*<

统计软件进行各种统计学分析,

?

!

结
!!

果

三级医院总分为$

)"*"<+"*=8

%分#二级医院总分为

$

(!*/=+"*8=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

$./*/8#

%(透

析用水的水质监测方面#三级医院得分$

)*/#+#*"(

%分#明显

高于二级医院得分!$

/*,<+,*(#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

%

#*#,

%(透析器复用管理方面#部分三级医院在复用

透析器的管理上存在缺陷#三级医院得分$

,8*8#+,*#=

%分#明

<8!,

重庆医学
8#,8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显低于二级医院得分$

,=*##+#*##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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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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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医院血液透析室环境及设备器材检查结果

项目 分数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6 $

透析区
,/ ,!*##+#*!/ ,<*!8+#*<# ,*() #*#!/

治疗区
/ !*(#+#*"8 !*#"+#*"< "*!! #*/!8

水处理间
= =*##+#*## =*##+#*## #*## ,*###

配液间
< "*!#+#*<8 =*=(+#*(# "*"8 ,*8,<

透析机及水处理机
! !*##+#*## !*##+#*## #*## ,*###

合计
=( =!*"#+,*#/ ="*#"+,*## !*88 8*=!8

表
8

!!

各级医院血液透析室的透析用液和透析器

!!!!

复用检查结果

项目 分数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6 $

透析用水
,# )*/#+#*"( /*,<+,*(# "*=/

%

#*#,

透析液
= =*##+#*## =*##+#*## #*## ,*###

透析器
< <*##+#*## <*##+#*## #*## ,*###

透析器复用
,= ,8*8#+,*#= ,=*##+#*## V"*#<

%

#*#,

合计
=, =#*/<+#*8! 8(*,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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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随着血液透析疗法的大量应用#血液透析室内发生的感染

已成为世界性的严重问题&

,

'

,感染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是增

加并发症)病死率和肾移植失败的重要原因&

8

'

,预防医院感染

的发生是医务人员的工作重点#其医院感染管理质量直接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

=B"

'

,现针对重庆市血液透析室医

院感染管理现状#提出相应整改措施,

加强血液透析室环境布局和工作流程的合理化建设&

<

'

,

从硬件设施上#各级医院血液透析室都设置有透析区)水处理

间)配液间和透析机及水处理机设备#但大多数医院存在环境

布局和工作流程不合理)透析室的辅助用房少等情况,透析室

环境是质量控制的支持系统&

=

'

,血液透析室需按照工作的人

流和物流需求进行合理的布局安排&

!

'

!建立工作人员与患者的

专用通道#划分普通患者血液透析区)隔离患者血液透析区)非

限制区)污染区#布局符合洁污分开的原则,环境布局还须考

虑辅助用房的方便使用#如库房)器材间)更衣间)准备室等的

环境布局设置#为合理化的工作流程提供硬件条件,本次调查

发现#部分医院是利用原有旧房改建成立血液透析室#总的面

积小#辅助用房设置少#无库房)器材间)更衣间)准备室等#这

为开展血液透析治疗工作带来不便#也成为医疗质量和安全的

隐患,

增加手卫生设施,搞好手卫生是预防医院感染的关键措

施,为满足医务人员手卫生需求#凡在有诊疗活动的地方均需

设置手卫生设施,本次调查发现#大多数医院血液透析室均存

在手卫生设施不够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洗手水龙头少(没有感

应或脚踏式水龙头(多数医院血液透析室的透析区未设置洗手

池#部分医院整个血液透析室只有一个洗手池#并且离透析区

较远#这为医务人员的手卫生带来极大不便#不符合医院感染

手卫生设施的要求,值得提倡的是#多数医院血液透析室床旁

都配上了快速手消毒剂#提高了医务人员手卫生的依从性,

加强透析用水的医院感染监测&

/

'

,透析用水监测项目的

完整性非常重要&

(

'

#是保证医疗安全的重要手段,本次调查发

现#三级医院在透析用水的医院感染监测上明显优于二级医

院#这与二级医院规模小)检测样本少)相应的检测设备受限有

关,重庆市二级医院主要分布在周边区)县#开展血液透析技

术较晚#对透析用水的水质监测项目不齐全#未能全面开展内

毒素检测)残留消毒剂测试)软水硬度及游离氯监测)反渗水细

菌培养等,多数二级医院将透析用水的检测样本送到重庆市

三级医院进行检测#但因路途较远)送检时间长)检测报告不能

及时得到#严重影响血液透析患者的医疗安全,建议在当地疾

控中心全面开展透析用水的检测项目#方便医院及时送检)全

面检测,这些问题应该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并在实际工作中

加强对这些方面的检查督导,

加强复用透析器的管理,本次调查发现#部分三级医院在

复用透析器的管理上存在缺陷#如存放环境)标识)登记记录等

存在扣分项目#须加强复用透析器的管理,二级医院由于受工

作场所和管理的限制#普遍取消了透析器复用#全部使用一次

性透析器进行透析,一次性透析器的使用对保障患者安全)预

防医院感染的发生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对使用复用透析器的

血液透析室须加强细节管理#杜绝医院感染的发生,

综上所述#各级医院均应加强血液透析室环境布局)工作

流程及洗手设施的合理化建设#加强透析用水的医院感染监测

和复用透析器的管理#提高血液透析室医院感染的规范化管

理&

)

'

#有效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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