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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医院感染现患率的变化趋势"分析医院感染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医院感染

预防与控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 !"#$ %!"#& 年各年份某调查日该院所有住

院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 结果'该院 !"#$ %!"#& 年各年份医院感染现患率分别为 $;#7<&!;7"<&

$;&"<&!;&=<&$;#!<和 !;()<"无明显下降趋势#趋势
!

!

>";1(7"!>";1))$% 医院感染现患率最高的科

室为重症一区#!#;#&<$"医院感染部位主要为下呼吸道#$&;!"<$% 历年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1$% 治疗及治疗?预防用药病原学送检率为 =!;"=<% 多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

7( 岁$#"#>#;1"#")(<$%!#;")& %#;=&&$&使用呼吸机#"#>$;($$")(<$%!!;$$7 %

(;$11$&动静脉插管#"#>!;=&7")(<$%!!;##7 %$;77&$及手术#"#>$;(((")(<$%!!;&$= %1;1(($是医院

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该院近 7 年医院感染现患率无明显下降趋势"但均维持在较低水平"医院

感染控制情况总体良好% 应加强对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及心胸外科等科室和高风险人群的目标性监测"针

对性地制定医院感染控制措施"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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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的发生与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密切相

关"医院感染不但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同时

还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医院感染现患率是指确定

时点住院患者中医院感染患者所占的概率"反映确

定时点医院感染实际发生情况"可用于分析与医院

感染密切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制定防控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

"具有省时&省力&快速&经济的优点"也是

我国医院感染管理评价与等级评审的重要指标(!)

%

为连续&系统地了解某院医院感染的发病率变化趋

势&医院感染部位及科室分布&抗菌药物使用及病原

学送检情况"分析医院感染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本

研究对 !"#$ %!"#& 年连续 7 年某三甲医院感染现

患率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6;对象与方法

6E6;调查对象;调查某省级三甲综合医院 !"#$ 年

)月 #"日&!"#1年 )月 !日&!"#(年 )月 &日&!"#7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 %

!1 点期间的住院患者"包括调查日的出院患者"但

不包括调查日新入院患者%

6E4;调查方法;由医院感染管理科负责组织实施

每年的现患率调查% 调查方法采取床旁逐个调查和

病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负

责病历调查"各病区抽调的临床医师负责各自病区

床旁调查% 调查前统一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调查目

的及方法&医院感染诊断标准&个案调查及床旁调查

注意事项等% 按照广西医院感染监测网制定的现患

率调查方案"连续 $ B对调查日住院患者进行调查"

调查实际发生医院感染病例"包括以往发病至调查

日尚未痊愈的病例%

6E7;诊断标准;参照原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

诊断标准#试行$,#卫医发(!""#)! 号$%

6EF;统计学方法;应用 Z[ZZ#);" 软件分析数据"

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

Ê ?$表示'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二分类 _6:/E8/5回归

分析医院感染相关危险因素%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4;结果

4E6;一般情况'!"#$%!"#&年共调查住院患者## """例"

其中男性 ( 71$ 例"女性 ( $(= 例"男女性别比为

#;"(a#'患者年龄 # B %#""岁"平均#1);&= !̂#;=!$岁%

共发生医院感染 $$! 例"$(7 例次% 医院感染现患

率为 $;"!<"例次现患率为 $;!1<% 各年份调查日医

院感染现患率分别为 $;#7<&!;7"<&$;&"<&!;&=<&

$;#!<和 !;()<#见图 #$"无明显下降趋势#趋势

!

!

>";1(7"!>";1))$%

图 #'!"#$ %!"#& 年各年份调查日医院感染现患率趋势图

4E4;医院感染部位及科室分布'医院感染部位以下

呼吸道为主"占 $&;!"<##$7C$(7$"其次为手术部位和

泌尿道"分别占 !";=)<#=1C$(7$和 #$;!"<#1=C$(7$%

医院感染现患率排列前五的科室为重症一区#!#;#&<"

#&C&($&重症二区##$;71<"#!C&&$&神经外科###;"$<"

$!C!)"$&心胸外科#);#!<"$!C$(#$和新生儿重症

科#7;!=<"#7C!(($%

4E7;抗菌药物使用及病原学送检情况;## """ 例

住院患者中"使用抗菌药物者 $ ("=例"抗菌药物使用

率为 $#;&&<"各年份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1$%

治疗及治疗 ?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患者 ! 1$& 例"

其中送细菌培养 # =(= 例"病原学送检率为 =!;"=<%

见表 #%

表 #'抗菌药物使用及病原学送检情况!3"<#$

年'份
调查
人数

使用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使用目的 抗菌药物联合用药

治疗 预防 治疗?预防 一联 二联 三联及以上
病原学送检

!"#$ #&"( (1=#$";$"$ $()#7(;7$$ #7##!);1$$ !=#1;)1$ $&7#=";(=$ #((#!&;$1$ 7##;#"$ !&7#=1;")$

!"#1 #==" (1!#$";7!$ $#"#(=;!"$ !"=#$&;#)$ !(#1;7#$ 1!!#==;&7$ ##1#!#;"$$ 7##;##$ !1##=#;)1$

!"#( #=)# 7"(#$$;=&$ 1"&#7=;11$ #77#!=;11$ $##(;#!$ 1$##=#;!1$ #(!#!(;#!$ !!#$;71$ $1!#==;)"$

!"#7 #)(1 7$=#$!;7"$ 1###71;(!$ !""#$#;1"$ !7#1;"&$ 1=!#=1;#"$ #($#!1;"!$ #!##;&&$ !&)#77;#$$

!"#= #&!& (&7#$!;"7$ 1"=#7);1($ #($#!7;##$ !7#1;11$ 1!1#=!;$($ #1)#!(;1$$ #$#!;!!$ $#$#=!;!)$

!"#& #&(! ()"#$#;&7$ $&1#7(;"&$ #&!#$";&($ !1#1;"=$ 1$=#=1;"=$ #$7#!$;"($ #=#!;&&$ !&7#=";#"$

合计 ##""" $("=#$#;&&$ !!=)#71;)&$ #"7)#$";1&$ #()#1;(1$ !(=!#=$;$1$ &()#!1;1)$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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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F;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以是否

发生医院感染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是否有动静

脉插管&泌尿道插管&使用呼吸机及手术等为自变量

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动静脉插管&

泌尿道插管&使用呼吸机及手术 7 个因素各组患者医

院感染现患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见表 !%

表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调查
人数

医院感染
人数

医院感染现患率
#<$

!

!

!

性别 7;$)= ";"##

'男 (71$ #)$ $;1!

'女 ($(= #$) !;()

年龄#岁$ 1;!(= ";"$)

' 7̀( &")( !!& !;&!

'

!

7( !)"( #"1 $;(&

动静脉插管 #!#;=(7 ";"""

'是 #!)= #"$ =;)1

'否 )="$ !!) !;$7

泌尿道插管 )(;!"1 ";"""

'是 #$17 )& =;!&

'否 )7(1 !$1 !;1!

使用呼吸机 #=&;##& ";"""

'是 !!& 1# #=;)&

'否 #"==! !)# !;="

手术 #$=;!=1 ";"""

'是 $"=# #&= 7;")

'否 =)!) #1( #;&$

4EG;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将单因

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进行 _6:/E8/5多因素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

7( 岁$&使用呼吸机&动

静脉插管和手术是医院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见表 $%

表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G H95

b.0B

!

!

! "##)(I$%$

年龄#

!

7(岁$ ";$$= ";#!1 '=;$=" ";""= #;1"###;")& %#;=&&$

使用呼吸机 #;!7! ";!## $(;=$1 ";""" $;($$#!;$$7 %(;$11$

动静脉插管 #;"!( ";#1" ($;!&1 ";""" !;=&7#!;##7 %$;77&$

手术 #;!7& ";##( #!#;1$) ";""" $;(((#!;&$= %1;1(($

7;讨论

7E6;本研究结果显示"!"#$ %!"#& 年某三甲综合医

院各年份医院感染现患率分别为 $;#7<&!;7"<&

$;&"<&!;&=<&$;#!<和 !;()<"无明显下降趋势"

变化趋势无统计学意义#趋势
!

!

>";1(7"!c";"($%

!"#$ %!"#& 年医院感染总现患率为 $;"!<"抗菌药

物使用率为 $#;&&<"病原学送检率为 =!;"=<% 医

院感染现患率和抗菌药物使用率略低于任南等($)研

究报道
!

)""张床位的医院医院感染现患率#$;$7<$

和抗菌药物使用率#$!;$(<$"病原学送检率则高

于上述研究#(7;"$<$% !"#! 年起该院严格按照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年版$,要

求开展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提高了医院感染管理水平

和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的重视程度"近 7 年该院医院

感染现患率虽无明显下降趋势"但一直维持在较低水

平"提示该院现行的医院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有效%

虽然该院病原学送检率较高"但 !"#1&!"#7&!"#& 年现

患率调查结果显示病原体的检出率较低#$$;(&<$"

考虑可能与医务人员标本送检时机和采集方法&微

生物室检验水平及病原学诊断水平有关(1)

%

7E4;某三甲医院医院感染现患率最高的科室为重

症一区"外科中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是前两高发科

室"与国内相关报道(( %=)结果一致% 该院重症一区

收治的多为内科危重症患者"年龄大&基础疾病重&

免疫力低下&合并慢性疾病及侵入性操作较多等因

素增加患者感染的风险% 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手术

范围大"时间长"术中患者抵抗力下降"术后长期卧

床及意识障碍加重等因素易引发感染% 该院医院感

染部位以下呼吸道居首位"其次为手术部位和泌尿

道"与国内外相关报道($"& %##)结果一致% 以上研究

结果提示该院应加强对重点部门和重点部位的目标

性监测%

7E7;本研究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年龄#

!

7( 岁$&使用呼吸机&动静脉插管和手术

是医院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国内外相关报

道(#! %#1)结果一致% ##$年龄!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
!

7( 岁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风险增加 #;1"# 倍"老年

患者的特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各器官功能逐渐

衰退"免疫功能减弱"易受病原菌的侵袭"发生医院

感染的概率增加(#()

% #!$使用呼吸机!本研究结果

显示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概率增加

$;($$ 倍"使用呼吸机的患者由于口咽部&鼻部&胃

肠道的定植菌移位&机械通气时间长&气管插管&气

管切开和呼吸机管道污染等因素易发生呼吸机相关

肺炎% #$$动静脉插管!本研究结果显示动静脉插

管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概率增加 !;=&7 倍"动静脉

插管会破坏患者皮肤和黏膜屏障"穿刺部位的病原

*&=!*

PI/9HEH\6QJ9.06KYHRP0/9/5.0UHB/5/9H"U.J5I !"!""]60Q-H#$"YQ-OHJ$''



微生物经导管腔侵入机体"患者易发生导管相关血

流感染% #1$手术!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术患者发生

医院感染的概率增加 $;((( 倍"手术会带来手术部

位皮肤和组织的损伤"当手术切口的微生物达到一

定程度时"会发生手术部位感染% 手术患者手术切

口疼痛&术后长期卧床&使用呼吸机及留置鼻胃管等

因素增加患者发生下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临床医务

人员应严格掌握各种侵入性操作指征"减少不必要

的侵入性操作"对有使用呼吸机&动静脉插管的患者

应每日评估"尽早拔管% 针对手术患者"术前及时处

理基础疾病"改善营养状况"术中严格无菌操作"术

后针对细菌学培养结果选用抗菌药物"有效控制手

术时间"尽早去除各种侵入性操作等措施均有利于

预防和减少术后发生感染的概率(#7)

%

综上所述"该院近 7 年医院感染现患率无明显

下降趋势"但均维持在较低水平"医院感染控制情况

总体良好% 应加强对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心胸外

科等科室和高风险人群的目标性监测"针对性地制

定医院感染控制措施"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 本研

究局限性!现患率数据来源于民科医院感染监控管

理系统"民科系统对医院感染相关影响因素信息录

入较为简单"数据挖掘深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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