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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４年感染现患率与抗菌药物使用调查分析

何　健，徐小利，李　平，王静月（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　４０００６２）

　　【摘要】　目的　了解医院感染现状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为控制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

依据。方法　采取床旁调查和查阅病历相结合的方法，对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医院感染现患率进行

调查。结果　４年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当日使用率从６７．９２％降至４３．１２％，一联用药构成比从６５．０８％上升至

８６．１３％，二联用药构成比由３４．５２％降至１３．８７％，三联及以上用药构成比降至０．００％。治疗使用抗菌药物病原学

送检率由７．００％提高至３２．６４％。结论　通过现患率调查，对调查日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比较，能客观真实

地反映出本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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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的危害不仅表现在增加患者发病率、病死率、增

加患者的痛苦及医务人员工作量、降低病床周转率方面，还给

患者及社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１３］。为了解本院感染趋势、

评价医院感染控制效果，本文比较分析了本院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４年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数据，对现患率和抗菌药物使用情

况进行了回顾性研究。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２０１０年６月８日、２０１１年６月

３０日、２０１２年５月８日０：００至２４：００的全部住院患者。包括

当天出院、转科及死亡患者，不包括当天新入院患者。其中

２００９年３７１例，２０１０年３７６例，２０１１年４６０例，２０１２年５５２

例，共１７５９例。

１．２　调查方法　每次调查前向各科医院感染监控小组成员发

出通知，各科室住院总医生和医院感染监控护士作为调查组成

员，医院感染管理科于调查前４～７ｄ对其进行集中培训，熟悉

调查步骤和《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调查当天采用床旁调查和

病历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逐一填写床旁个案调查登记表。所有

调查工作全部在调查日当天完成，医院感染管理科按相关要求

将资料录入卫生部医院感染监测网，并进行汇总分析。

１．３　指标与计算方法

１．３．１　医院感染现患率＝［观察期间的新旧病例数（人次）／同

期实际住院人数］×１００％。

１．３．２　实查率＝（实际调查住院人数／应调查住院人数）×

１００％。

１．３．３　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送检率＝（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

病原学送检总例数／治疗使用抗菌药物患者总例数）×１００％。

２　结　　果

２．１　医院感染和社区感染指标　连续４年的平均现患率为

４．８９％，每年均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０％；平均实查率９９．９４％

（１７５９／１７６０），每年调查实查率均大于或等于９６．００％。调查

数据显示，本院的社区感染率在４０．５８％～５７．６８％，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现患率调查情况

年份
住院

人数

实际

调查人数

医院

感染人数

现患率

（％）

社区

感染人数

感染率

（％）

２００９ ３７１ ３７１ １５ ４．０４ ２０３ ５７．６８

２０１０ ３７７ ３７６ １９ ５．０５ １７９ ５２．６６

２０１１ ４６０ ４６０ ２４ ５．２２ １９８ ４８．２６

２０１２ ５５２ ５５２ ２８ ５．０７ １９６ ４０．５８

合计 １７６０ １７５９ ８６ ４．８９ ７７６ ４４．０９

２．２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用药目的和联合用药指标　４

年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大于６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 和 ２０１２ 年 抗 菌 药 物 使 用 率 小 于

６０．００％；治疗用药者所占比例上升，预防用药所占比例逐年下

降。一联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由２００９年的６５．０８％上升至

２０１２年的８６．１３％；二联用药构成比由２００９年的３４．５２％降至

２０１２年的１３．８７％；三联及以上用药构成比降至０．００％，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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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抗菌药物比例逐步下降，见表２。

表２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狀（％）］

年份 狀 使用抗菌药物
用药目的

预防 治疗 预防＋治疗

联合用药情况

一联 二联 三联及以上

２００９ ３７１ ２５２（６７．９２） ５２（２０．６３） １８６（７３．８１） １４（５．５６） １６４（６５．０８） ８７（３４．５２） １（０．４０）

２０１０ ３７６ ２３９（６３．５６） ８８（３６．８２） １４２（５９．４１） ９（３．７７） １６６（６９．４６） ７０（２９．２９） ３（１．２６）

２０１１ ４６０ ２６２（５６．９６） ６２（２３．６６） １９３（７３．６６） ７（２．６７） １８２（６９．４７） ８０（３０．５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５５２ ２３８（４３．１２） ４５（１８．９１） １８１（７６．０５） １２（５．０４） ２０５（８６．１３） ３３（１３．８７） ０（０．００）

２．３　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送检率　对４年用药目的为治疗性

用药（包括治疗及治疗＋预防）的病例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病

原学送检率逐年上升，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超过３０．００％，见表３。

表３　治疗用药送检率

年份 治疗用药人数 病原学送检人数 治疗用药送检率（％）

２００９ ２００ １４ ７．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５１ ３６ ２３．８４

２０１１ ２００ ７７ ３８．５０

２０１２ １９３ ６３ ３２．６４

３　讨　　论

３．１　医院感染现患率　本院自２００９年开始参加全国医院感

染横断面调查，在每年第二季度进行，４年共实查１７５９人次，

平均现患率４．８９％，平均实查率９９．９４％。连续４年的医院感

染现患率调查数据显示，该院现患率稳中有降，调查数据符合

卫生部相关规定要求［４］，与陈萍等［５］报道的重庆地区及任南

等［６］报道的全国的现患率平均水平相近。提示近年来本院医

院感染控制工作得到不断加强，取得了一定效果。

３．２　抗菌药物使用率　联合使用抗菌药物是医院感染的另一

个危险因素，长期大剂量使用抗菌药物会导致菌群失调和耐药

菌株增加，其危害性已越来越得到医务人员的共识和重视［７８］。

本院抗菌药物使用率由２００９年６７．９２％降到２０１２年４３．１２％，

从用药目的来看，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明显降低，治疗用

药者比明显上升；使用抗菌药物病例中，一联用抗菌药物的构

成比逐年上升，二联和三联及以上用药构成比明显下降。２０１１

年和２０１２年三联及以上联用药数为０，与本院平时日常监测

数据基本相符，与全国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结果的变化趋势一

致［６］。从上述结果可看出本院抗菌药物使用的合理性有明显

改善。

３．３　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送检率　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患者

病原学送检率由２００９年的７．００％上升至２０１１年的３８．５０％，

２０１２年虽有所回落，但都达到了卫生部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方

案中“治疗用药病原学送检率大于或等于３０％”的标准
［２，９１０］。

监测结果显示尚需进一步提升病原学送检率，应加强病原学培

养和药敏试验，积极开展耐药性监测，用数据指导临床合理用

药。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与评价结果及时进行总结和反

馈，是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重要环节。医院感染管理科应

及时通过会议、简报、局域网的等形式给予反馈。

现患率调查不仅在短时间内获取了与医院感染较为准确

的相关资料，同时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医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反映全院及各科室的用药动向，为医院管理抗菌药物的使用提

供了客观真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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