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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现患情况及变化趋势!了解医院感染防控水平!为日后防控重点

方向提供依据%方法
!

HI$H

"

HI$L

年采用床旁调查与病历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该院所有住院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并

对连续
B

年的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HI$H

"

HI$L

年医院感染现患率分别为
L7$J_

$

B7BK_

$

H7QP_

!连续
B

年医院感染现

患率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cB7MIK

!

!cI7$LH

#%连续
B

年对比观察!医院感染部位主要以呼吸道"

P$7B_

#为主!其

次为消化道"

$P7Q_

#和泌尿道"

P7Q_

#!不同年份感染部位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c$H7$PQ

!

!cI7HBM

#&不同科室类别医院感

染发病率比较!内科系统感染率
HI$H

"

HI$L

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cK7BLQ

!

!cI7I$J

#%结论
!

连续观察

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结果有助于了解医院感染趋势!寻找感染工作重点!改进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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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是指在特定时间内对某一特定人群

医院感染的分布状况进行的调查!常用于医院感染现况描述性

研究"横断面调查节省人力)物力!便于实施!且准确性较好!

在各医院广泛使用#

$CH

$

"为及时准确地了解近年来医院感染的

现状)变化趋势以及医院感控文化宣传的有效性!本文对成都

市第二人民医院
HI$H

"

HI$L

年连续
B

年的医院感染现患率横

断面调查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7B

!

一般资料
!

采集
HI$H

年
P

月
HQ

日)

HI$B

年
Q

月
HJ

日)

HI$L

年
K

月
H$

日
II

(

II

"

HL

(

II

所有住院患者!包括调查当日

出院)转科)死亡的患者!不包括当日新人院患者"

B7C

!

方法

B7C7B

!

调查方法
!

根据医院实际床位数!每
JI

张床位配备
$

名调查人员"调查人员由医院感染控制专职人员和各病区主

治及以上医生组成!

H

"

B

名调查人员为
$

组"所有临床调查

人员分配到各小组!由医院感染控制专职人员任组长"调查前

$

周由本院感染控制专职人员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统一培

训"

HI$H

"

HI$B

年采用纸质填表报告!

HI$L

年采用东华软件

Q7I

版本医院感染现患率专用模块"

B7C7C

!

诊断标准
!

按照原卫生部
HII$

年颁发的.医院感染诊

断标准&试行'/对医院感染进行诊断"

B7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H$7I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H 检验或
Z<9.*'

确切概率法!检

验水准
"

cI7IJ

+多个率两两比较采用调整检验水准的方法!

以
!

$

I7IJ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7B

!

医院感染率
!

医院感染现患率
HI$H

"

HI$L

年调查人数分别

为
$IPI

)

$BIM

)

$Q$L

例!调查率均大于
MP_

!医院感染现患率分别

为
L7$J_

)

B7BK_

)

H7QP_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cB7MIK

!

!c

I7$LH

'"感染例次现患率分别为
L7QH_

)

L7IQ_

)

H7KH_

"

表
$

!!

HI$H

"

HI$L

年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情况

年份&年' 应查人数&

%

' 实查人数&

%

' 实查率&

_

' 感染人数&

%

' 感染现患率&

_

' 感染例次&

%

' 例次现患率&

_

'

HI$H $IPI $IPI $II LL L7$J JI L7QH

HI$B $BIM $BI$ MM7JL LL B7BK JB L7IQ

HI$L $Q$L $PPP MQ7HI LP H7QP LQ H7KH

MH$L

重庆医学
HI$J

年
$I

月第
LL

卷第
HM

期



C7C

!

医院感染部位构成
!

连续
B

年医院感染部位均以呼吸道

居首位!其次是泌尿道!

B

年呼吸道感染最多!所占比例为

P$7B_

!消化道感染其次!所占比例
$P7Q_

!泌尿道感染所占

比例为
P7Q_

!表浅切口感染所占比例为
P7I_

!皮肤软组织感

染所占比例为
B7B_

!不同年份感染部位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H

c$H7$PQ

!

!cI7HBM

'!见表
H

"

C7D

!

不同类别科室医院感染现患率
!

内科类别
B

年感染现患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cK7BLQ

!

!cI7I$J

'!其中
HI$H

年与

HI$L

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cQ7IKM

!

!cI7IIK

'!

HI$H

年与
HI$B

年比较)

HI$B

年与
HI$L

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H

cL7K$P

!

!cI7IHK

+

!

H

cI7IQB

!

!cI7QKQ

'"外科类别
B

年感染现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cH7PLM

!

!cI7HPP

'!妇

儿类别
B

年感染现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c$7QLL

!

!c

I7LPK

'!见表
B

"

表
H

!!

HI$H

"

HI$L

年医院感染部位构成#

%

%

_

'$

感染部位
HI$H

年
HI$B

年
HI$L

年 合计

呼吸道
HK

&

JP7I

'

BL

&

PL7H

'

BI

&

PB7K

'

MH

&

P$7B

'

消化道
K

&

$P7I

'

M

&

$Q7I

'

K

&

$Q7I

'

HJ

&

$P7Q

'

泌尿道
L

&

K7I

'

B

&

J7Q

'

B

&

P7L

'

$I

&

P7Q

'

表浅切口
$

&

H7I

'

J

&

M7L

'

B

&

P7L

'

M

&

P7I

'

皮肤软组织
B

&

P7I

'

H

&

B7K

'

I

&

I7I

'

J

&

B7B

'

其他
P

&

$H7I

'

I

&

I7I

'

B

&

P7L

'

M

&

P7I

'

合计
JI

&

$II

'

JB

&

$II

'

LQ

&

$II

'

$JI

&

$II

'

表
B

!!

HI$H

"

HI$L

年不同科室医院感染现患率

科别
HI$H

年

实查病例数&

%

'感染例数&

%

'现患率&

_

'

HI$B

年

实查病例数&

%

'感染例数&

%

'现患率&

_

'

HI$L

年

实查病例数&

%

'感染例数&

%

'现患率&

_

'

内科
PHL BI L7K$ QMM H$ H7PB $$$I HQ H7LB

外科
BJ$ $B B7QI BK$ HB P7IL L$L $Q L7$$

妇儿科
KJ $ $7$K $H$ I I $LH H $7L$

合计
$IPI LL L7$J $BI$ LL B7BK $PPP LP H7QP

D

!

讨
!!

论

!!

据文献报道!医院感染现患率监测对预防控制措施的制订

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在医院中主要造成患者感染的因素包括

患者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居住病区#

B

$

"

为保证医院感染控制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医院建立了实

施有效的医院感染管理三级网络!具备专门的医院感染管理科

室!配备了公卫医师)护理学)微生物学等专兼职人员共计
J

人!各临床科室成立院感小组!配置兼职医院感染控制医生及

医院感染控制护士"

HI$L

年全院开始使用东华软件
Q7I

版本

的电子化信息系统!医院投入经费购买医院感染控制系统软件

模板!主要包括医院感染监测模块&包括现患率调查模块')耐

药菌防控监测模块)重症监护室目标性监测模块)手卫生管理

模块)手术切口感染监测模块等!计算机模块的使用让医院医

院感染监测工作更好的实施!让医院感染监测工作真正做到人

人参与!及时知晓!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

医院感染现患率的不断下降主要与医院不断强化教育医

务人员感控意识有密切关系"该科每季度将监测数据以反馈

的形式发放于全院临床科室及医院管理者!让临床及时知晓及

学习最新院感指标及相关规范"院领导高度重视医院感染预

防与控制工作!深知医院感染控制为减少医疗纠纷的重要保障

措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支持医院感染防控工作"日

常工作中!该科与质控部)医务部)护理部)临床药学科)微生物

室等紧密联系!定期&每季度'交流和信息数据分析共享"同时

医院新创在院内举办大量感染控制文化宣传工作"

HI$H

年医

院举办全院医院感染知识学习交流)考试!

HI$B

年医院举办全

院手卫生活动宣传周!

HI$L

年医院举办医院感染知识宣传周!

让全院医务人员都参与到医院感染控制管理工作中"

回顾性分析医院现患率调查开展情况!连续
B

年医院的实

际调查率均大于
MP_

!调查结果真实可信"根据监测资料显

示!医院
HI$H

"

HI$L

年医院感染现患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HI$L

年医院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H7QP_

!略低于向钱等#

L

$报道

中公布数据三级医院感染率
B7HQ_

!略高于杨晓枫等#

J

$报道!

符合原卫生部小于
$I_

的要求"最新
HI$L

年医院感染现患

率感染部位前
B

位分别为呼吸道)泌尿道和消化道*手术切口!

与向钱等#

L

$报道的
B

级医院前
B

位感染部位排序一致"

医院
HI$H

"

HI$L

年连续
B

年现患率调查资料显示!医院

感染部位主要以呼吸道感染为主!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

LCQ

$

"

其次为消化道)泌尿道!经统计学检验!感染部位构成比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本院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地处成都市中心

锦江区人口密集居住地!长期就诊患者以老年人群为主!心内

科)呼吸科为医院重点发展学科"

B

年调查中均以呼吸道感染

率最高!追踪感染病人来源!

8#k

患者占多数"医院
8#k

为综

合性
8#k

!具有床位
HB

张!每月使用率均在
MJ_

以上!针对

8#k

感染率高发现象!参照.医院感染监测规范/

#

K

$医院专职感

控人员从
HI$I

年开始对
8#k

进行目标性监测!并且得出前期

研究结果#

M

$

"在日常工作中!医院感染专职人员对
8#k

进行

医院感染防控重点指导规范!深入临床!在实际参与到
8#k

工

作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型意见!包括呼吸机相关肺炎防

控措施!呼吸机束集化护理教育!旨在不断降低医院呼吸道感

染发病率"

通过对比连续
B

年监测资料!医院内科系统的现患率呈现

不断下降趋势"内科系统感染率的不断下降!主要与医院感染

控制水平不断提升!医务人员自觉参与到医院感染控制工作中

有密切关系"医院临床建立了.医院感染管理小组工作手册/!

手册由临床感染控制小组每月完成!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

进行月督查"手册内容主要包括科内感控工作会议记录)培训

记录)院感登记表)耐药菌病人登记表)感控自查表)手卫生记

录及卫生学监测记录等!在日常工作中!不断给医务人员灌输

感控知识!渲染医院感染控制文化!以到养成医务人员正确的

医疗行为规范目的"同时日常工作中!实施多科协作!联合临

床药学室!及时给予内科系统科室用药指导!强化临床药学室

在感控中的作用!对感染控制有显著成效"

感染监测是系统)主观)连续地观察特定人群发生医院感

染以及感染的分布和影响因素!并定期对监测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为医院管理者和有关科室提供医院感染的第一手资料!以

便采取控制行动!逐步降低感染的发生"刘丁等#

$I

$指出!开展

以监测为基础的临床干预工作是提升医院感染控制水平的关

键"在日常工作中!医院高度注重监测结果&下转第
L$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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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程度也较高!专家的预测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可信度

较高"

D7D7C

!

专家的积极性和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

专家的积极系

数代表专家对研究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研究的支持和认可程

度!积极系数越高!则研究结果越有价值"有文献指出
PI_

的

回收率是好的!

QI_

的回收率是非常好#

$B

$

!本研究专家咨询的

积极系数均为
$II_

!远高于一般
"*6

:

.<

法的应答率!并且在

咨询过程中!众多专家对某些问题进行热情的指导及修改!充

分说明专家参与本研究的积极程度较高"

协调系数可了解专家对多个指标意见的协调程度!用于考

察全部专家评分的一致性"

S*2;/66d9

和谐系数
[

取值在
I

"

$

!取值越大!一致性越高!如果
!

$

I7IJ

或
!

$

I7I$

说明专家

意见协调程度好!结果可取!反之则不可取"本研究两轮咨询

的结果(

[

分别为
I7JJH

和
I7JQJ

!

!

$

I7I$I

!表明在两轮咨询

中专家的协调性较好!意见趋于一致!咨询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保护动机理论为基础!采用
"*6

:

.<

法

构建了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问卷"通过两轮
$M

名专家咨

询!确定了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问卷共
HQ

个三级条目!经检

验!专家积极系数和权威程度较高!意见较集中!咨询结果科

学)可靠)信度较高"研究的下一步是运用该问卷对高血压患

者进行测评!以期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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