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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法在构建医院多重耐药菌防控管理体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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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

W_,

&(广泛耐药$

f_,

&甚至泛耐药$

#_,

&的

.超级细菌/#由于其感染的复杂性(难治性)

$

*

#给临床治疗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为加强多重耐药菌的防控工作#国家卫计委曾

颁布了,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试行&-#就

加强多重耐药菌监测工作和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尤其强调要提高对多重耐药菌的检测及抗菌药物敏

感性(耐药模式的监测水平'为此#本文运用计划(执行(检查(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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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理念#构建了医院多重耐药菌防控管理体

系#现介绍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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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2

月#本院住院患者

送检的细菌培养标本共
$*$+

份#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进行病原菌的分离与纯化'阳性菌株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NYO

B

=?66597

细菌鉴定仪进行菌株鉴定和药敏试验'鉴定

与药敏用试条均为梅里埃产品#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A

!

方法
!

对照,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

$试行&-$简称,指南-&#结合
#_Q!

循环法.四阶段八步骤/的

具体流程)

%

*

#分析本院既往多重耐药菌监测与报告现状#查找

问题并制订预期目标#提出
#_Q!

循环法构建,医院多重耐药

菌防控管理体系-路线图#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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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多重耐药菌防控管理体系+路线图

项目名称 构建,医院多重耐药菌防控管理体系-

启动日期
%($)&($&($

预期目标 落实,指南-内涵(完善管理体系

运行结果 预期成功

问题简述 实验室在细菌多重耐药检测与报告工作未能有效落实

原因分析 细菌多重耐药知识匮乏#对多重耐药菌的防控意义认识不到位

计划$

#

&

$&

组织,细菌多重耐药知识-的培训与学习%

%&

制订多重耐药菌监测(报告制度及具体内涵和要求%

)&

创建医院检验信息系统

$

-UZ

&平台多重耐药菌信息报告模板及项目库多重耐药菌规范名称'

执行$

_

&

$&%($)

年
)

月
$

日组织微生物专业人员,细菌多重耐药知识-(,多重耐药菌监测报告制度-学习与培训%

%&)

月底前完成多重耐

药菌信息报告模板创建及项目库更新%

)&'

月
$

日开始启用多重耐药菌监测报告系统'

检查$

Q

&

联合感控科每月根据实验室报告的多重耐药菌信息#检查相关科室防控工作的落实情况及多重耐药菌信息接报记录#并归类收

集记录表单存档'

行动$

!

&

根据每月提供的多重耐药菌报告记录信息#进一步分析临床科室在对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或定植高危患者的监测方面是否做

到有样必采(及时送检(及早发现'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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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耐药监测报告制度

@&A&@

!

多重耐药菌的监测
!

参照文献)

)

*介绍的方法#在
-UZ

系统项目库中增设多重耐药菌名称#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

W,Z!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

X,Y

&(产超广谱
'

8

内酰胺

酶$

YZN-6

&大肠埃希菌(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铜绿假单胞菌

$

Q,8#!

&(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鲍曼不动杆菌$

Q,8!N

&(泛

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_,8#!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_,8

!N

&等'按照多重耐药菌暂行标准定义)

'

*和,多重耐药菌医院

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试行&-要求#制定多重耐药菌监测

报告制度$见图
$

&#并对每天检出的阳性菌株进行耐药谱分析

与判定'一旦发现多重耐药菌#即在
-UZ

系统直接报告对应多

重耐药菌的名称#如
W,Z!

(

YZN-6

或
Q,8#!

等'并与常规

检验报告单同步保存到医生工作站患者电子病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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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的报告
!

除在
-UZ

系统直接报告多重耐药

菌外#同时以电子邮件方式截取
-UZ

系统多重耐药菌报告单

$见图
%

&#发送医院感控科相关人员#并以电话方式告知临床

相关科室出现多重耐药菌株的患者信息'完成以上报告程序

后#在
-UZ

系统信息栏内发布多重耐药菌警示信息及多重耐药

菌报告的相关记录#包括患者姓名(科别(床号(记录人等$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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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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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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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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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警示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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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的分析
!

在自主研发的,细菌耐药监测预

警系统-

)

+

*上#进一步开发拓展多重耐药菌监测报告功能#包括

多重耐药菌监测月报(多重耐药菌构成分析等$见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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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报告表信息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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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在各阳性菌株中的检出百分率

菌株名称 阳性例数$

$

& 多重耐药菌$

$

& 检出比率$

3

&

铜绿假单胞菌
$)/ *) 2(&+*

鲍曼不动杆菌
/2 2' *'&%$

大肠埃希菌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2 %+ 21&''

A

!

结
!!

果

自
%($)

年
)

月构建,医院多重耐药菌防控管理体系-以

来#共检出多重耐药菌
%(1

株#并全部履行了双重报告$即感控

科和临床相关科室的告知&程序'同时#对多重耐药菌的管理

信息做到了有据可查#有据可依#多重耐药菌的数据溯源性得

到了进一步加强'从多重耐药菌监测情况看#本院近一年来检

出的多重耐药菌有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

YZN-6

大肠

埃希菌和
W,Z!

'在各阳性菌株中#多重耐药菌的检出百分

率依 次 为 鲍 曼 不 动 杆 菌 $

*'&%$3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

21&''3

&(绿假单胞菌$

2(&+*3

&(大肠埃希菌$

'*&(+3

&#见

表
$

'在铜绿假单胞菌中#以
Q,8#!

为主#而鲍曼不动杆菌则

以
#_,8!N

为主#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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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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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菌株多重耐药机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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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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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新病房大楼自
%($%

年落成投入使用后#检验科在规

范化管理方面引入了
#_Q!

循环理念#并立项构建了,细菌耐

药监测预警系统-

)

)

*

#为医院本级监控点的流行菌株分布(细菌

药敏试验(细菌耐药分析及.耐药预警/提供了实时(便捷的信

息平台'但在多重耐药菌的监测与报告方面#与,指南-提出的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应向全院公布重点部门多重耐药菌的检出

变化和感染趋势等要求相距甚远'为此#本院应用
#_Q!

循

环法构建了,医院多重耐药菌防控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多

重耐药菌监测报告制度#有效提高了微生物实验室对多重耐药

菌的检测能力和对细菌耐药模式的认知水平'除正常的每季

度向临床科室通报细菌耐药情况及.四级/耐药预警外)

+

*

#利用

-UZ

平台直接报告多重耐药菌信息#以及发布多重耐药菌报告

相关记录#使多重耐药菌的双重报告流程得到了进一步的落

实#对医院感染多重耐药菌起到了及时(有效地提供相关病原

学检测信息于感控科和临床相关科室#有利于多重耐药菌医院

内防控管理工作的进一步落实'

由此可见#

#_Q!

循环法有助于在遇到实际问题时#理清

思路#找出问题根源#设定预期目标并提出解决方案'因此#

#_Q!

循环可以把分散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系统(全面的综合管

理方式#不仅提高了微生物实验室对多重耐药菌的检测能力#

而且还提高了专业人员对细菌耐药模式的认知水平及多重耐

药菌防控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完善了多重耐药菌医院内防控管

理流程#使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感控科与临床科在落实,多重耐

药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工作效率大为改善#防控工作质

量大大提高#并使各项工作更加条理化(科学化和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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