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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外科重症监护病房"

6(d

#患者相关导管医院感染情况!并分析其危险因素$方法
!

采用

目标性监测方法!对
%''1

年
2

月至
%'/'

年
%

月所有住院患者相关导管发生医院感染的情况进行调查$结果
!

/%/

例外科
6(d

住院患者中!发生医院感染
/1

例!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42'5

!与使用呼吸机%动静脉插管%留置尿管相

关的感染率分别为
..4.2̂

%

&42'̂

%

0&4.-̂

'呼吸机的使用%动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是发生医院感染的重要危险

因素"

J

#

'4'$

#$结论
!

外科
6(d

医院感染发生率较高!与应用各种导管相关!应加强对
6(d

患者侵入性导管的管

理!才能有效降低
6(d

医院感染的发病率$

!关键词"

!

外科重症监护病房'

!

医院感染'

!

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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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

6(d

'是医院感染的高危病区#开展外科

6(d

医院感染性目标监测#及时分析医院感染原因#对有效减

低
6(d

医院感染的发病率有重要作用)对本院
%''1

年
2

月

至
%'/'

年
%

月外科
6(d

所有住院患者与使用呼吸机*泌尿道

插管和深静脉插管患者的医院感染进行了目标监测#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A

!

对象与方法

A4A

!

监测对象
!

%''1

年
2

月至
%'/'

年
%

月住进
6(d

的全体

患者并对转出
6(d

患者到相应科室进行随诊
0&H

)

A4B

!

监测方法
!

固定专人前瞻性监测#制订目标监测方案#建

立
6(d

日志#包括新住进患者人数#现住患者人数#留置导尿

管患者人数#动静脉插管患者人数#使用呼吸机患者人数#月终

对其进行总结#形成
6(d

月报表)

A4C

!

诊断标准

A4A

!

按照卫生部
%''/

年颁发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0

对住进
6(d0&H

后发生的感染进行医院感染的诊断#同时填

写3医院感染病例报告卡*感染病例个案调查表4)

A4D

!

监测资料的整理*分析及反馈
!

对各项资料及时进行统

计*分析*汇总并反馈科室)所有监测数据均使用
]"]]/%4'

软件包进行分析#两样本间的差异性用卡方检验#以
J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4E

!

感染率的比较
!

依据
6(d

患者病情平均严重程度&

CL@M*

C

D

@:@L@M9A

E

>G9KK@;:::B>M@

#

<]6]

'调整法)

<]6]

&分'

h

每月根据临床病情分类标准评定的患者总分值

该月参加评定的
6(d

患者总数
(

调整率
h

6(d

感染率

<]6]

B

!

结
!!

果

B4A

!

医院感染发生率
!

目标监测外科
6(d

患者
/%/

例#发生

医院感染
/1

例#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42'5

#患者日感染率为

0%4%%̂

#根据病情的平均严重程度调整后的医院感染发生率

为
$4$-5

#患者日感染率为
/04&2̂

)

B4B

!

导管留置情况及相关感染率
!

见表
/

)

表
/

!

6(d

相关导管留置时间*留置率及感染率

相关导管
留置天数

&

?

'

留置率

&

^

'

感染例数

&

+

'

相关感染率

&

^

'

调整率

&

^

'

呼吸机使用
-' .%4%% % ..4.2 %-40&

动静脉插管
//$ %$$4$. / &42' -4'.

泌尿道插管
-%1 2-/4// /. 0&4.- /24/%

B4C

!

感染部位
!

6(d

医院感染部位分别为泌尿道*下呼吸道*

血液#见表
%

)

表
%

!

6(d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情况

感染部位 感染例次 构成比&

5

'

肺部
% /'4$-

泌尿道
/. &04%/

血液
/ $4%.

合计
/1 /''4'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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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D

!

医院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

本次监测结果显示#医院感染

与住院时间大于
/0?

#泌尿道插管*动静脉插管与呼吸机使用

相关&

J

#

'4'$

'#见表
-

)

表
-

!

医院感染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患者例数 感染例数 感染率&

5

'

$

%

J

住院天数
#

2 1- /% /%41'

2

!

/0 %- 0 /24-1 '4-%

#

'42$

%

$

/0 $ - .'4'' -41&

#

'4'$

%%

泌尿道插管 有
11 /. /.4/2 04/'

#

'4'$

无
%% ' '

动静脉插管 有
/& / $4$2 $42%

#

'4'%$

无
/'- ' '

呼吸机 有
1 % %%4%% %$4'1

#

'4''/

无
//% ' '

!!

注!

%住院
#

2?

与
2

!

/0?

(

%%住院
2

!

/0?

与
$

/0?

比较)

B4E

!

感染菌分离率
!

医院感染患者送检标本
/1

份#其中阳性

/2

株#分离率为
&14025

#感染菌分别是真菌
.

株*葡萄球菌
$

株&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株'*高水平氨基糖苷类

耐药肠球菌
0

株*大肠埃希菌
/

株*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株#分

别占
-$4%15

*

%140/5

*

%-4$-5

*

$4&&5

*

$4&&5

)

%

例肺部感

染的标本分离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和热带念珠菌各
/

株#

/.

例泌尿道感染的标本中分离出真菌
$

株*葡萄球菌
0

株*肠球

菌
0

株*大肠埃希菌
/

株#

/

例血液感染标本中分离出表皮葡

萄球菌
/

株)

C

!

讨
!!

论

C4A

!

医院感染发病率
!

本次目标监测外科
6(d

医院感染率

为
/$42'5

#显著高于全院同期感染率&

/41$5

')收治对象为

神经外科颅脑手术后患者*普外科大手术后患者及其他外科急

重症患者#这些患者病情危重#免疫功能降低#大多数接受有创

性检查和治疗#是医院感染的易感人群#因此#其医院感染发病

率明显高于同期全院医院感染发病率#与国内同类文献报道+

/

,

6(d

医院感染发病率相近)

C4B

!

与呼吸机使用相关的肺部感染情况
!

本次监测数据显

示#呼吸机使用
/'''?

造成的肺部感染率为
..4.2̂

#通过

<]6]

调整后的感染率为
%-40&̂

)有研究显示#使用呼吸机

的患者比未使用呼吸机患者出现肺炎的风险高
-

!

/'

倍+

%

,

)

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

'的主要原因有细菌定植及误

吸+

-

,

)危险因素有内源性&即患者因素'和外源性&呼吸机管路

等医疗器具的污染*某些药物的应用引起二重感染*气管切开

的诱发因素*环境因素等')预防对策!重视空气消毒#加强呼

吸机管路及医疗用品的管理#防止误吸#搞好口腔护理#预防

#<"

的发生)

C4C

!

与泌尿道插管相关的泌尿道感染情况
!

本次监测数据显

示!尿管使用
/'''?

造成泌尿道感染率为
0&4.-̂

#通过

<]6]

调整后的感染率为
/24/%̂

)留置导尿管不仅损伤尿道

黏膜#还破坏机体防御屏障#增加逆行感染的机会#同时也对尿

路上皮细胞造成机械性损伤#促进病原菌的定植+

0

,

)随着留置

导尿管时间的延长#尿路感染的发生也明显升高#文献+

$

,报

道#留置导尿管
-?

以上的患者有
-/5

发生尿路感染#留置
$?

以上的有
205

发生感染#长期留置导尿管的患者几乎
/''5

发

生尿路感染)其次#留置尿管引起的泌尿道感染还与基础疾病

有关#年老体弱*自身免疫功能低下#并常伴有其他疾病#病情

较为严重复杂#侵入性医疗操作时很容易诱发外源性感染)预

防泌尿道插管引起的尿路感染对策!严格掌握导尿的指征#尽

量不插管)留置导尿后#严格无菌技术#进行尿管护理#尽量缩

短留置尿管时间#同时对带管患者进行导尿管无菌观念讲解和

教育#降低尿路感染的发生率)

C4D

!

与动静脉插管相关的血液感染情况
!

监测数据表明!

/'''?

动静脉插管造成相关血液感染率为
&42'̂

#通过
<]6]

调整后的感染率
-4.'̂

)引起动静脉感染的病原菌多来自于

皮肤正常寄居的葡萄球菌#其中以表皮葡萄球菌最多见+

.

,

)另

外#近年来资料报道#真菌感染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可能与实

施动静脉置管的疾病较重#并较长时间使用广谱抗生素*免疫

抑制剂抑制体内正常菌群#发生菌群失调有关+

2

,

)动静脉置管

感染的相关因素与患者的免疫状况*穿刺部位*置管时间*导管

污染*置管的熟练程度等因素有关)预防对策!合理选择导管

及穿刺部位#严格无菌操作#加强导管护理#缩短置管时间#可

有效的降低感染的发生#减轻患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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