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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医院感染的基本情况!收集相关问题!为制定感染控制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

回顾性分析
2(!*

年该医

院感染资料!并将信息录入到
6

E

'7LGL*)(

建立的数据库$采用描述性方法描述医院感染病例和医院感染病原菌的临床分布!利用

K=KK!.)(

进行
!

2 检验&结果
!

2(!*

年发生医院感染
1!*

例!感染率为
!)2>

$其中!恶性肿瘤患者医院感染率较高$医院感染主

要部位为呼吸道和泌尿道$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

菌&结论
!

继续加强医院感染培训!加强易感部位管理!制定相关操作规程是今后防控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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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感染$临床分布$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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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医院感染控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延伸#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持续*系统地开展医院感染常规监测*分析

所得数据*掌握医院感染分布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制定任何感

染控制方案的基础工作(

!

)

$为进一步掌握医院感染的基本情

况#收集相关问题#现将
2(!*

年本院感染临床分布特征分析

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医院感染资料来源于
2(!*

年巴南区人民医

院被动监测病例和主动监测病例$被动监测病例为临床医生

发现医院感染后上报并由医院感染管理人员审核通过的病例$

主动监测病例为每月医院感染管理科开展的院感漏报调查和

检验科阳性菌反馈调查$判断是否发生医院感染按照.医院感

染诊断标准/执行$

A)B

!

方法

A)B)A

!

医院感染基本资料的收集
!

依据诊断标准#核实医院

感染诊断是否成立$对诊断成立的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完

善基本信息资料$所有资料均录入
6

E

'7LGL*)(

$

A)B)B

!

医院感染病原菌资料的收集
!

利用检验科阳性菌反馈

调查机制#对所有阳性菌患者进行调查#核实是否为医院感染

病例$诊断为医院感染病例的#完善基本信息资料及耐药监测

资料$所有信息均录入
6

E

'7LGL*)(

$

A)B)C

!

菌株鉴定
!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微生物

培养*鉴定$

A)C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6

E

'7LGL*)(

软件汇总*管理数据#采

用描述性方法描述医院感染病例和医院感染病原菌的分布特

征$利用
K=KK!.)(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计数资料采用率表

示#比较采用
!

2 检验#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医院感染病例的临床科室分布
!

2(!*

年出院患者
*1..2

人次#发生医院感染
1!*

例#感染率为
!)2>

$其中#发生医院

医院感染人数较多的科室为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普外科'医

院感染率发生较高的科室为神经外科!

3)2>

"*骨科!

2)2>

"*

神经内科!

!)0>

"$内科*外科系统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2

T2)11

#

!T()!!0

"#见表
!

$

B)B

!

发生医院感染的原发疾病分布
!

在
1!*

例医院感染病例

中#以恶性肿瘤为原发疾病的感染率最高!

1)2>

"#其次为肌肉

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

2)*>

"*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疾病

!

2)*>

"#见表
2

$

B)C

!

医院感染的部位分布
!

在
1!*

例医院感染病例中#以下

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和泌尿道感染最多#分别为
!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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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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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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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

"*

#3

例!

!3)0>

"和
1(

例!

").>

"#见表
*

$

B)D

!

医院感染病原菌
!

经病原学证实#在
1!*

例发生医院感

染的病例中#以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菌*鲍曼不动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所致的感染最多#分别占

2*)*>

*

!*)1>

*

!2)2>

*

!!)#>

和
0)2>

$见表
1

$

表
!

!!

医院感染病例的临床科室分布

科室 出院人数!

$

" 感染例数!

$

" 感染率!

>

" 科室 出院人数!

$

" 感染例数!

$

" 感染率!

>

"

神经内科
*!*. 30 !)0

神经外科
.2# *0 3)2

心血管内科
*21. 33 !).

骨科
!"3( 12 2)2

感染科
!..* !" !)!

普外科
2.(2 1. !).

中西医科
!.#! !0 !)(

泌尿外科
23"1 22 ()0

呼吸消化科
20"* 2. ()"

妇科
!0!3 !3 ()0

儿科
#(.( *2 ()3

产科
#!(1 1( ().

表
2

!!

医院感染的原发疾病分布

原发疾病分类
出院人数

!

$

"

感染例数

!

$

"

感染率

!

>

"

原发疾病分类
出院人数

!

$

"

感染例数

!

$

"

感染率

!

>

"

呼吸系统
0("3 3! ()#

恶性肿瘤
!(3! 11 1)2

消化系统
*0#1 *0 !)(

良性肿瘤
2.* 2 ().

血液和造血系统
!2" 2 !)#

妊娠*分娩和产褥期并发症
*1!3 !! ()*

内分泌*阴阳代谢和免疫系统
#!# # !)(

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
"22 3 ()3

泌尿生殖系统
*23( ** !)(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
2!*3 1" 2)*

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
!!!* 1 ()1

损伤和中毒
10# * ()#

循环系统
2#.* 1* !)#

产科新生儿
2#0" 2" !)!

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
1(33 "! 2)2

其他
# ( ()(

表
*

!!

医院感染的部位分布

感染部位 感染例数!

$

" 构成比!

>

" 感染部位!

$

" 感染例数!

$

" 构成比!

>

"

下呼吸道感染
!3! *#)#

菌血症
2( 1)0

上呼吸道感染
#3 !3)0

器官腔隙
0 !)"

泌尿道
1( ").

胸腹腔
1 !)(

胃肠道
*" ")1

深部切口
! ()2

表浅切口
*. ")(

其他
!3 *)#

皮肤软组织
** 0)(

表
1

!!

医院感染病原菌构成比

菌种 感染例数!

$

" 构成比!

>

" 菌种 感染例数!

$

" 构成比!

>

"

_

$菌
!21 .2)3

!

流感嗜血杆菌
! ()#

!

大肠埃希菌
1( 2*)*

!

迟缓爱德华菌生物
!

型
! ()#

!

铜绿假单胞菌
2* !*)1

!

气味沙雷生物
!

群
! ()#

!

鲍曼不动杆菌
2! !2)2 _

j菌
1* 23)!

!

肺炎克雷伯杆菌
!1 0)2

!

金黄色葡萄球菌
2( !!)#

!

产气肠杆菌
3 2)"

!

屎肠球菌
3 2)"

!

阴沟肠杆菌
1 2)*

!

粪肠球菌
1 2)*

!

嗜麦芽单胞菌
2 !)2

!

肺炎链球菌
1 2)*

!

戴氏西地西蜀菌
2 !)2

!

表皮葡萄球菌
* !)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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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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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

医院感染病原菌构成比

菌种 感染例数!

$

" 构成比!

>

" 菌种 感染例数!

$

" 构成比!

>

"

!

臭鼻克雷伯菌
! ()#

!

中间葡萄球菌
2 !)2

!

奇异变形杆菌
! ()#

!

人葡萄球菌
! ()#

!

异性枸橼酸杆菌
! ()#

!

耳葡萄球菌
! ()#

!

中间肠杆菌
! ()#

!

路邓葡萄球菌
! ()#

!

聚团肠杆菌
! ()#

!

麻疹孪生球菌
! ()#

!

栖冷克吕沃菌
! ()#

!

血链球菌
! ()#

!

产碱假单胞菌
! ()#

真菌
1 2)1

!

施氏假单胞菌
! ()#

!

白色念珠菌
2 !)2

嗜水假单胞菌
! ()#

!

近平滑念珠菌
2 !)2

泡囊短波单胞菌
! ()#

B)G

!

前
3

位医院感染病原菌的科室分布
!

大肠埃希菌*铜绿

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神经外科检出最

多#肺炎克雷伯菌以普外科检出最多$见表
3

$

表
3

!!

前
3

位医院感染病原菌的科室分布#

$

%

>

&$

科室
大肠埃

希菌

铜绿假

单胞菌

鲍曼不

动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肺炎克

雷伯杆菌

呼吸消化科
2

!

3)(

"

2

!

0).

"

$ !

!

3)(

"

$

心血管内科
*

!

.)3

"

$ !

!

1)0

"

!

!

3)(

"

!

!

.)!

"

感染科
$ $ $ !

!

3)(

"

!

!

.)!

"

中西医科
!

!

2)3

"

$ $ $ !

!

.)!

"

神经内科
#

!

!3)(

"

2

!

0).

"

2

!

")3

"

$ 2

!

!1)1

"

骨科
1

!

!()(

"

3

!

2!).

"

$ 3

!

23)(

"

!

!

.)!

"

普外科
.

!

!.)3

"

*

!

!*)(

"

$ 3

!

23)(

"

1

!

20)#

"

神经外科
0

!

2()(

"

!(

!

1*)3

"

!0

!

03).

"

#

!

*()(

"

*

!

2!)3

"

泌尿外科
.

!

!.)3

"

$ $ !

!

3)(

"

!

!

.)!

"

妇科
!

!

2)3

"

$ $ $ $

产科
!

!

2)3

"

!

!

1)1

"

$ $ $

儿科
$ $ $ $ $

!!

$

%此项无数据$

表
#

!!

前
3

位医院感染病原菌的标本分布#

$

%

>

&$

标本
大肠

埃希菌

铜绿假

单胞菌

鲍曼不

动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肺炎克

雷伯杆菌

尿液
!#

!

1()(

"

2

!

0).

"

2

!

")3

"

!

!

3)(

"

2

!

!1)*

"

血液
!*

!

*2)3

"

$ *

!

!1)*

"

$ !

!

.)!

"

分泌物
.

!

!.)3

"

"

!

*")!

"

!

!

1)0

"

!2

!

#()(

"

*

!

2!)1

"

痰液
1

!

!()(

"

"

!

*")!

"

!2

!

3.)!

"

.

!

*3)(

"

0

!

3.)2

"

脑脊液
$ 2

!

0).

"

2

!

")3

"

$ $

胸腔积液
$ !

!

1)1

"

$ $ $

鼻咽拭子
.

!

!.)3

"

$ !

!

1)0

"

$ $

!!

$

%此项无数据$

B)J

!

前
3

位医院感染病原菌标本分布
!

检出大肠埃希菌的标

本以尿标本最多#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

的标本以痰标本最多#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标本以分泌物标本的

最多$见表
#

$

C

!

讨
!!

论

C)A

!

医院感染率
!

2(!*

年#本院医院感染率为
!)2>

#与刘姝

莲等(

2

)

*王燕炯等(

*

)的调查基本一致#但低于王伟秀等(

1

)

*蒋景

华等(

3

)的调查$与本院开展的横断面研究相比(

#

)

#低于现患率

2)*0>

的水平$由此可见#除说明
2(!*

年医院感染率确实比

较低*控制效果好外#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平时的监测工作中存

在漏报的现象$而要发生漏报#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

!

"不能

正确地诊断医院感染病例'!

2

"知道是医院感染病例#但是忘记

或者故意瞒报$特别是一些科室发生医院感染过高后#可能面

临一些经济处罚#进而促使其瞒报$这体现出临床医生报告意

识不强*诊断水平还有待提高#说明在今后的工作要加强医院

感染的教育培训#避免和防止上诉现象的发生$

C)B

!

医院感染的分布特点
!

2(!*

年#发生医院感染率最多的

科室是神经内科#共
30

例'感染率最高的科室是神经外科#约

为
3)2>

$这可能与两个科室患者病情危重#应用呼吸机及其

他多种侵入性操作破坏了人体防御屏障有关#从而增加了感染

机会$另外#由于骨科患者住院时间长*手术创面大*植入物操

作较多#该科医院感染率也比较高$可见#应加强这些科室监

测和控制工作#必要时针对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及骨科开展医

院感染专项监测#查明医院感染危险因素#为制定防控措施提

供支撑$导致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除了侵入性操作外#患

者罹患慢性病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本次调查结果看#以恶

性肿瘤为原发病的医院感染率最高#为
1)2>

$由于肿瘤患者

免疫力低#营养状况差#住院时间长#且存在长期放疗*化疗(

.

)

#

致使其感染发病率增加$因此#应加强对肿瘤患者管理#降低

医院感染的风险#减少因为感染对患者带来痛苦和伤害#提高

其生存质量$医院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感染为主#约占

*#)#>

#这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

0/"

)

$其次是上呼吸道感染*泌

尿道感染*胃肠道感染及表浅切口感染$由于病原菌侵袭患者

呼吸道是最常见*最便捷的途径#而导尿也是临床诊疗中常见

的操作#故导致呼吸道和泌尿道发生医院感染的比例较高$这

提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特别注意患者易感部位的管理#加强

相关导管操作的指针$

C)C

!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
!

2(!*

年发生的
1!*

例医院感染

病例中#得到病原学明确的共计
!.!

例#占
1!)1>

$从监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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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看#医院感染病原菌绝大多数为
_

$细菌#约占到
.2)3>

#高

于全国水平(

!(

)

#说明
_

$菌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发生医

院感染的前
3

位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

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占
#0).>

$特别要

引起重视的是大肠埃希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不仅

在医院感染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全院病原菌检出构成中也位

于首位(

0

)

$由于部分该菌可产生
6K[4,

#该水解酶能让包括

所有青霉素类*头孢菌素和氨曲南在内的大多数
$

/

内酰胺抗菌

药物失效#增加了治疗失败的风险$另外#鲍曼不动杆菌对多

数常用抗菌药耐药率高#而且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

!!/!2

)

#多耐

药的不动杆菌属对亚胺培南有较高的耐药率$针对上述细菌

的监测与防控应该成为今后医院感染控制工作的重点$

从前
3

位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来看#大部分来自痰和尿标

本#说明呼吸道*泌尿道是发生感染的主要部位'大多数医院感

染病原菌来自神经外科#这主要是由于患者进行呼吸道*泌尿

道插管机会较多#且病情相对较重有关$上述结果与医院感染

分布特点是一致的#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应针对性的加强易感部

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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