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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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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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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院感染现患率$感染部位$病原体种类$细菌耐药及抗菌药物使用等情况%方法
!

采用床

旁调查与查阅电子病历结合印证的方法!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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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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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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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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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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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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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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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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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
"

位病原菌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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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送检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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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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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患率调查可在短期内了解医院感染现状!分析高危科室$高危因素$

高危感染部位!为开展目标性监测和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以有效控制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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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计委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
%$#*

年全国

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要求#为了解本院医院感染现患率'病原

体分布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分析医院感染相关危险因素#本

院于
%$#*

年
+

月
%$

日
$

!

$$

!

%*

!

$$

对全院所有住院患者进

行了现患率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调查
%$#*

年
+

月
%$

日
$

!

$$

!

%*

!

$$

所有住

院患者包括调查当日出院'转科患者#不包括调查当日新入院

患者*

?,@

!

方法
!

调查前
#

周#医院感染管理科向临床科室发出通

知#要求各临床医生完善各项相关资料与检查*调查前
#A

对

抽调的监控医生及监控护士进行调查目的'意义'医院感染诊

断标准'调查内容等培训#调查当日由主管医生进行床旁调查

与电子病历查阅#填写统一调查表#监控医生'监控护士进行资

料审核'整理后上报医院感染管理科*

?,A

!

诊断标准
!

依据卫计委
%$$#

年
#

月颁布的/医院感染诊

断标准$试行%0确定医院感染病例(

#

)

*并进一步明确该感染患

者是医院感染#还是社区感染*

?,B

!

统计分析
!

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先对各科室上报的

资料进行审核'汇总#通过医院感染办公系统上报全国医院感

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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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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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现患率
!

本次应查患者
%$!#

例#实查
#+./

例#实查率为
+.,!+-

&发生医院感染
#$%

例#

#$.

例次#医院感

染现患率为
",#)-

#例次感染率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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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

感染部位主要以下呼吸道'手术部

位感染为主*见表
#

*其中下呼吸道感染主要分布于儿内科

M(Z

'神经外科'胸心外科&手术部位感染主要分布于骨科'普

外科*见表
%

*

表
#

!!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感染部位 例次数 构成比$

-

%

下呼吸道
*" *%,$)

手术部位
%% %$,")

上呼吸道
" *,).

腹腔
* !,.*

泌尿道
! %,/$

血流
% #,/.

烧伤部位
% #,/.

胃肠道
# $,+!

器官腔隙
# $,+!

其他
%% %$,")

合计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3=OL:D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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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F:;

?

%$#)

!

P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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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科室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

$

科室名称 上呼吸道 下呼吸道 泌尿道 胃肠道 腹腔 表浅切口 深部切口 器官腔隙 血流 烧伤部位 其他

内科片区

!

儿内科
M(Z $ #% $ $ $ $ $ $ $ $ #)

!

其他内科
* / $ $ ! $ $ $ # $ #

外科片区

!

普外科
$ ! $ # # . $ # # $ #

!

神经外科
$ #% $ $ $ # $ $ $ $ #

!

骨科
$ ! # $ $ / ! $ $ % %

!

胸心外科
$ * $ $ $ # $ $ $ $ $

!

其他外科
$ $ # $ $ # $ $ $ $ #

其他片区

!

康复科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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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病原菌种类分布
!

医院感染病例共分离出病原

菌
!+

株#其中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共
%"

株#占
)*,#$-

&革兰

阳性菌
#!

株#占
!!,!!-

&真菌
#

株#占
%,")-

*见表
!

*

@,B

!

社区感染病原体种类
!

社区感染病例共检出病原菌
"!

株#其中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共
%/

株#占
"%,/!-

&革兰阳性菌

#/

株#占
!!,+)-

&真菌
!

株#占
",))-

&其他病原菌
*

株#占

.,""-

*见表
!

*

表
!

!!

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病原菌比较

病原菌名称 株数$

%

% 构成比$

-

%

医院感染

!

革兰阴性菌
%" )*,#$

!!

肺炎克雷伯菌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鲍曼不动杆菌
! .,)+

!!

大肠埃希菌
! .,)+

!!

肠杆菌属
# %,")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

!

革兰阳性菌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表皮葡萄球菌
# %,")

!!

粪肠球菌
#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

真菌
# %,")

!

合计
!+ #$$,$$

社区感染

!

革兰阴性菌
%/ "%,/!

!!

大肠埃希菌
#* %),*%

!!

肺炎克雷伯菌
) ##,!%

!!

肠杆菌属
* .,""

!!

沙门菌属
% !,..

续表
!

!!

医院感染与社区感染病原菌比较

病原菌名称 株数$

%

% 构成比$

-

%

!!

沙雷菌属
# #,/+

!!

变形杆菌属
# #,/+

!

革兰阳性菌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

粪肠球菌
% !,..

!!

屎肠球菌
# #,/+

!!

其他革兰阳性菌
* .,""

!

真菌
! ",))

!

其他病原菌
* .,""

!

合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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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排名前
"

位病原菌及耐药情况
!

排名前
"

位病

原菌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

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

株#其中耐

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KW\5

%

"

株#占
"$,$$-

*检出肺

炎克雷伯菌
+

株#对头孢他啶耐药率为
)),).-

$

)

株%#对左氧

氟沙星耐药率为
%%,%%-

$

%

株%*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

株#对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吡肟'阿米卡星耐药率均为
)%,"$-

$

"

株%#对环丙沙星耐药率为
"$,$$-

$

*

株%*检出鲍曼不动

杆菌
!

株#均对亚胺培南耐药*检出大肠埃希菌
!

株#对头孢

他啶'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为
!!,!!-

$

#

株%#见表
*

*

表
*

!!

医院感染病原菌耐药情况

细菌种类 抗菌药物 耐药率$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苯唑西林
"$,$$

头孢西丁
"$,$$

肺炎克雷伯菌 头孢他啶
)),).

亚胺培南
$,$$

左氧氟沙星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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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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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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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医院感染病原菌耐药情况

细菌种类 抗菌药物 耐药率$

-

%

铜绿假单胞菌 环丙沙星
"$,$$

头孢他啶
%",$$

亚胺培南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头孢吡肟
)%,"$

阿米卡星
)%,"$

鲍曼不动杆菌 亚胺培南
#$$,$$

大肠埃希菌 头孢他啶
!!,!!

亚胺培南
$,$$

左氧氟沙星
!!,!!

表皮葡萄球菌 苯唑西林
#$$,$$

头孢西丁
#$$,$$

粪肠球菌 氨苄西林
#$$,$$

万古霉素
$,$$

@,F

!

社区感染排名前
"

位病原菌及耐药情况
!

排名前
"

位病

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肠杆

菌属与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其中检出大肠埃希菌
#*

株#对

头孢他啶耐药率为
%#,*%-

$

!

株%#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

%/,".-

$

*

株%*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

株#对苯唑西林'头孢

西丁耐药率均为
/",.#-

$

)

株%*检出肺炎克雷伯菌
)

株#无

耐药菌株#其他细菌耐药率均较低*见表
"

*

表
"

!!

社区感染病原菌耐药情况

细菌种类 抗菌药物 耐药率$

-

%

大肠埃希菌 头孢他啶
%#,*!

亚胺培南
$,$$

左氧氟沙星
%/,".

金黄色葡萄球菌 苯唑西林
/",.#

头孢西丁
/",.#

肺炎克雷伯菌 头孢他啶
$,$$

亚胺培南
$,$$

左氧氟沙星
$,$$

粪肠球菌 氨苄西林
$,$$

万古霉素
$,$$

屎肠球菌 氨苄西林
$,$$

万古霉素
$,$$

@,Q

!

抗菌药物使用及病原菌送检率
!

#+./

例患者中抗菌药

物使用
)%"

例#使用率为
!#,)$-

*其中治疗用药
*!/

例#占

.$,$/-

&预防用药
#%"

例#占
%$,$$-

&治疗加预防用药
)%

例#

占
+,+%-

*一联用药
"")

例#占
//,+)-

#二联用药
)*

例#占

#$,%*-

#三联用药
"

例#占
$,/$-

*见表
)

*病原菌送检
!*.

例#送检率为
"","%-

*见表
.

*

表
)

!!

各片区抗菌药物使用率%联合用药构成比

科别
实查

$

%

%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

使用率

$

-

%

使用目的

治疗

%

使用率

$

-

%

预防

%

使用率

$

-

%

治疗加预防

%

使用率

$

-

%

抗菌药物联用情况

一联

%

使用率

$

-

%

二联

%

使用率

$

-

%

三联

%

使用率

$

-

%

内科片区
/)$ %!) %.,** %%+ +.,$! % $,/" " %,#% %%# +!,)* #! ","# % $,/"

外科片区
.%) !#* *!,%" #/* "/,)$ ." %!,/+ "" #.,"% %.# /),!# *# #!,$) % $,)*

其他片区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表
.

!!

病原菌送检率

科别 使用数$

%

% 送检数$

%

% 送检率$

-

%

内科片区
%!) #+* /%,%$

外科片区
!#* #!# *#,.%

其他片区
." %% %+,!!

全院合计
)%" !*. "","%

A

!

讨
!!

论

A,?

!

医院感染现患率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本院医院感染现

患率为
",#)-

#例次感染率为
",*#-

#略低于全国
#+!

所医院

感染现患率$

",%%-

%

(

%

)

#但高于国内一些医院报道的医院感染

现患率(

!4+

)

#也高于本院日常监测的医院感染率$

%$#*

年全年

为
%,.*-

%#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

%本院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

预防与控制工作认识不到位&$

%

%各位临床医生在本次调查中

对医院感染诊断标准掌握不熟&$

!

%在日常监测工作中存在医

院感染病例漏报情况*针对以上原因#医院感染管理科应加强

对临床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知识的培训#增强对医院感染防控工

作的意识#积极'主动上报医院感染病例*

A,@

!

医院感染高发科室与部位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感染高

发科室为儿内科
M(Z

'神经外科'骨科'普外科#高发部位以下

呼吸道'手术部位感染为主#与姚惠等(

"

)报道相似*这与各科

室收治患者存在多种医院感染高危因素相关!$

#

%儿内科
M(Z

患儿病情重'早产儿与低体质量儿较多&$

%

%神经外科大部分为

气管切开的昏迷患者#病情较重#复合伤较多#容易发生医院感

染&$

!

%骨科感染患者多数是复合伤患者#病情重#手术时带植

入物*通过本次调查#应加强以上高危科室及感染重点部位的

监测#以降低医院感染率*

A,A

!

医院感染病原体分布与排名前
"

位病原菌
!

医院感染以

革兰阴性菌为主#占
)*,#$-

#与国内很多报$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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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上#符合率为
/$,$-

!

+),.-

$表
%

%*无论是抗体筛查还是

交叉配血#单项不符合的二级医院在全部参评单位的绝对比例

均高于其他等级医院#分别为
##,"-

'

#*,"-

&同级比较#该
%

项不符合的二级医院比例也高于其他级别医院#分别为

%),+-

'

!*,)-

$表
!

%*最终结果是二级医院合格率最低*这

与二级医院实验室人员不固定具有密切关系*虽然人员均通

过了本质控中心进行的相关理论培训及考核#但其轮岗时间间

隔长而在岗时间短#实践经验不足#对技术把握能力相对较弱#

所以同时出现
%

个检测项目不符合的单位数也最多$表
#

%*

与之相比#尽管一级医院相关人员较二级医院还要少且一人兼

多个岗位#但输血相容性检测岗位人员通常较为固定#这对检

测能力的提高'经验的积累有一定帮助#故其合格率高于二级

医院'接近总体平均水平*三级医院的人员和设备配备远好于

其他级别医院#其合格率最高#基本符合预期*只有
!

家甲级

医院在抗体筛查项目上出现了不符合#提示抗体筛查项目是相

对薄弱的检测项目*此外采用柱凝集法$卡式%检测的单位数

增加到目前的
%+

家#占参评医院总数的
*),/-

$

%+

"

)%

%#有
%

家单位还配备了全自动柱凝集法$卡式%血型仪*反映出连续

!

年的督导评价工作对各医院输血科$血库%增加投入'更新设

备具有促进作用*

总之#本次督导评价结果表明#大连市医院输血科$血库%

在输血相容性检测工作中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实验室检测水

平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目前提高大连市医院输血科$血库%

输血相容性检测能力的主要措施在于保证相对固定的人员配

置#这点对二级医院来说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还应继续加强培

训提升检测人员的鉴别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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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革兰阳性菌#占
!!,!!-

#真菌占
%,")-

&排

名前
"

位病原菌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

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以神经外科肺部感染痰

标本检出上述细菌为多#应加强对神经外科的目标性监测*

A,B

!

医院感染排名前
"

位病原菌耐药情况
!

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本院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率较高#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

南全耐药#所以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降低

细菌耐药率*

A,E

!

社区感染病原体分布及耐药情况
!

社区感染革兰阴性菌

占
"%,/!-

#革兰阳性菌占
!!,+)-

&真菌占
",))-

#其他病原

菌占
.,""-

*排名前
"

位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肠杆菌属与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率极高#外科医生在使用抗菌药物时

已不能常规经验用药#必须根据本院日常耐药监测合理选择抗

菌药物*

A,F

!

抗菌药物使用及病原菌送检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抗菌

药物使用
)%"

例#使用率为
!#,)$-

*符合卫计委抗菌药物使

用率小于或等于
)$,$$-

的要求#其中治疗用药占
.$,$/-

#预

防用药占
%$,$$-

#治疗加预防用药占
+,+%-

&一联用药占

//,+)-

#二联用药占
#$,%*-

#三联用药占
$,/$-

&病原菌送

检率为
"","%-

#达到卫计委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病原菌送

检率大于或等于
!$,$$-

的要求*本院在抗菌药物使用及病

原菌送检方面做得较好*

总之#医院感染已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及医疗护理质

量(

#$

)

#每年进行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可以反映医院感染现状#

为开展目标性监测工作和调整医院感染防控措施提供很好的

依据#以降低医院感染率#保证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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