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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精神病院医院感染的现状及分布特点!为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

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出院的
"($#

例病例中发生医院感染的病例进行调查监测$

结果
!

发生医院感染的患者
&)%

例!感染率为
$+(",

&发生医院感染
&%&

例次!上呼吸道感染
%%

例次"

"'+#),

#!下

呼吸道感染
'"

例次"

)&+'(,

#!其次为皮肤和软组织感染%泌尿道感染%胃肠道感染%口腔感染和生殖道感染&病原

学检查
"

例!病原学送检率为
$+*$,

&其中男性%年龄较大%住院天数长的住院患者易发生医院感染$结论
!

针对

精神病院医院感染现状!分析医院感染发生的原因!进一步加强医院感染管理!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降低呼吸道感

染!提高病原学送检率!有效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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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威胁着患者的

健康和生命#而且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增加患

者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

+

,为了解精神病院医院感染的现状及

分布特点#发现医院感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采取有效的预

防和控制措施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本文对本院
$##(

年
&

月

至
$#&#

年
&$

月的医院感染病例监测资料进行调查分析#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出院的
"

($#

例病例中的医院感染病例,

$+/

!

调查方法
!

采用回顾性调查#对
)

年全部出院病例的医

院感染病例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参照

2医院感染诊断标准3#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资料确

诊,

$+'

!

统计学方法
!

医院感染专职人员对出院病历进行回顾性

调查#所有数据录入计算机#用
R]914

进行统计分析,

/

!

结
!!

果

/+$

!

医院感染发生情况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调查

出院患者
"($#

例#发生医院感染的患者
&)%

例#感染率为

$+(",

(医院感染
&%&

例次#例次感染发生率为
)+'',

,

/+/

!

医院感染与精神病患者年龄)性别)住院天数的关系
!

&)%

例 医 院 感 染 病 例 中 男
*!

例 $

%#+#%,

%#女
"&

例

$

$*+*),

%,因本院女性患者所占比例少#且女性患者住院周

期较短#周转快#故发生医院感染较少,年龄小于
)#

岁的患者

*

例$

!+'%,

%(

)#

!

!#

岁的患者
"%

例$

)"+)&,

%(

%

!#

岁的患

者
(&

例$

'*+&$,

%#由此说明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医院感染,

住院天数小于
&##A

的患者
&*

例$

&)+(%,

%(

&##

!

&###A

的

患者
$%

例$

&*+%&,

%(

%

&###A

的患者
*&

例$

!!+"$,

%,文

献资料表明#住院时间与医院感染呈正相关#即住院时间越长#

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性越大*

$

+

,见表
&

,

表
&

!

精神患者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与医院感染率的关系

项目 感染例数 构成比$

,

%

性别 男性
*! %#+#%

女性
"& $*+*)

年龄$岁%

$

)# * !+'%

)#

!

!# "% )"+)&

%

!# (& '*+&$

住院天数$

A

%

$

&## &* &)+(%

&##

!

&### $% &*+%&

%

&### *& !!+"$

/+'

!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及构成比
!

&%&

例次医院感染中#上

呼吸 道 感 染
%%

例 $

"'+#),

%#下 呼 吸 道 感 染 为
'"

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3EK1AO4:;

!

D021CE1?$#&&

!

P04+(

!

D0+$&



$

)&+'(,

%#其次为皮肤和软组织)泌尿道)胃肠道)口腔感染

等,见表
$

,

表
$

!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及构成比&

,

'

感染部位
&

构成比$

,

%

上呼吸道
%% "'+#)

下呼吸道
'" )&+'(

皮肤和软组织
&' (+%%

泌尿道
&) %+!#

胃肠道
* '+$!

口腔
$ &+&%

生殖道
& #+'(

合计
&%& &##+##

/+1

!

医院感染病原微生物送检率
!

)

年
&)%

例医院感染病例

中#送病原学检查仅
"

例#病原学送检率为
$+*$,

,

'

!

讨
!!

论

'+$

!

精神病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原因
!

$

&

%精神病患者多数

在精神病专科医院进行封闭式管理#大多自知力缺失)对自身

疾病无认识#治疗依从性差#情感平淡#活动较少#营养缺乏#机

体抵抗力较低,$

$

%精神病患者普遍住院时间长)病程长#年龄

较大#患者多年老体弱#加之精神病患者随病程的延长其生活

自理能力减退#因此气温变化时往往因患者不能及时增减衣服

而受凉,$

)

%社会和家庭支持差)经济条件有限#常常无适宜

季节性衣服,$

"

%精神病患者由于受精神症状和药物不良反

应的影响而不愿意活动#造成机体抵抗力低下#易被感染,

'+/

!

医院感染发生部位情况分析
!

&%&

例次医院感染中#呼

吸道感染占首位#上)下呼吸道感染共
&)&

例次#占感染部位的

%!+!&,

,因精神病老年患者住院时间长#营养状况差#免疫功

能低下#肺泡弹性差#呼吸功能弱#致使老年患者更易发生呼吸

道感染*

)

+

,皮肤和软组织感染
&'

例$

(+%%,

%#因为精神病患

者受疾病影响日常生活自理差#加之氯氮平)氯丙嗪等抗精神

病药物对植物神经的不良反应#出现流涎)多汗)皮脂溢出及皮

疹等#易致皮肤上细菌生长繁殖而引起皮肤感染*

"

+

,其次为泌

尿道)胃肠道)口腔感染等,

'+'

!

医院感染病原学送检率较低
!

)

年
&)%

例医院感染病例

中#送病原学检查仅
"

例#病原学送检率为
$+*$,

,病原学送

检率很低#这与医院是专科医院感染部位局限化#加之精神病

患者对留取标本不合作有关,其次医生对病原学送检意义的

认识有待提高#应加强对医生病原学的送检意义的培训#提高

患者标本送检率#加强药敏试验#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用抗生

素#使临床医生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并制定各科抗菌药物

使用率及微生物送检率的相对范围#以实现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的目标*

'

+

,

'+1

!

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

精神病患者因其疾病的特

殊性#主要的感染诱因及感染部位与其综合性疾病医院不同#

应根据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控制措

施,$

&

%要加强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防控知识的培训#严格落实

各项医院感染控制制度并加强监测和管理#做好消毒隔离措

施#强化医务人员洗手制度,通过培训达到强化医务人员手卫

生意识和法律法规意识#提高手卫生措施的自觉执行率*

!

+

,

$

$

%加强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康复治疗和护理#减少患者住院

时间也是降低医院感染的重要环节之一,$

)

%对年老体弱的患

者要观察其进食情况#保证营养足够#必要时给予相应的药物

或静脉补充营养以提高机体免疫力,气温变化较大时要督促

和协助患者#尤其是年老体弱的患者增减衣被,$

"

%督促)引导

患者参加工娱活动#加强体育锻炼#以增强机体抵抗力,按七

步洗手法使患者在饭前)服药前和便后规范洗手#可以锐减手

部细菌量*

%

+

#是易行有效的医院感染控制措施之一,$

'

%加强

病房管理#病室随时开窗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环境整洁,

$

!

%做好精神病的宣传工作#尽可能地为患者争取社会和家庭

的支持#以使患者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障,$

%

%严格执行合

理使用抗生素原则#在使用抗生素之前尽量取得病原学证据#

根据患者病情和药敏试验针对性地使用抗菌药物,重视耐药

菌的监测#以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减轻患者的精神和经济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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