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d1!@0<"6"$!"

'

.

(

#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

'

>

( 胡国庆
#

新标准对医疗机构消毒灭菌的新要求'

`

(

#

华西

医学#

"$!<

#

&&

$

&

&!

"@&6"@<#

'

@

( 倪小平
#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对临床

护理的重要性'

`

(

#

中国护理管理#

"$!%

#

!%

$

?

&!

%&&6%&?#

'

?

( 张静#张波#倪晓平
#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

规范/实施解疑'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6>%?#

'

%

(

=N)-R- \ -

#

\U1U=, #̀SA4G7A;G4

K

345G8

9

;ABG4

K

7D::EE:F7GB:4:HHAEHC;E3F:F2:34G4

K

3455GHG4E:F7GA4

'

`

(

#

-8 +̀4E:F7(A47;A2

#

"$!?

#

>>

$

@.C

99

2

&!

:?06:%?#

'

<

(

-b-)_RR-Y+--

#

-S+T+-

#

=-Y+S+.

#

:732#';:B6

32:4F:AEd;386T:

K

37GB:P3FG22GGHA237:5E;A87D::

M

CG

9

6

8:47345HC;E3F:HG4DAH

9

G732J3;5HAE

K

A2:H734

9

;ABG4F:

#

TA;7DAE+;34

'

`

(

#UC;̀ SGF;APGA2+88C4A2

$

1

9

&#

"$!%

#

%

$

>

&!

"?!6"??#

'

0

( 王晓蕾#王贞#黄小勇
#

眼科三面镜消毒方法的现状与建

议'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6&@?%#

'

!$

(曾素华#林丽萍#吴素虹
#

眼科门诊传染性眼病医院感染

的预防与控制'

`

(

#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

#

&?

$

!

&!

!><6!>0#

'

!!

(王美蓉#陈春燕
#

眼科专用医疗检查设备细菌污染调查与

预防控制措施'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0

&!

"$!%#

'

!"

(陈先梅
#

眼科暗室医院感染因素与消毒管理'

`

(

#

中华医

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

'

!&

(谢祝斌#谢巧庆#梁轩炜
#

眼科住院患者感染的危险因素

分析'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6!"&?#

'

!>

(贺兵
#

眼科医院感染相关因素的回顾性分析'

`

(

#

贵阳中

医学院学报#

"$!&

#

&@

$

@

&!

&<6&0#

'

!@

(于凌#钟志竹
#

眼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情况及相关危险因

素'

`

"

(,

(

#

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

"$!?

#

!$

$

!

&!

<&6<?#

'

!?

(应文闯
#

眼科患者医院感染的原因与预防'

`

(

#

中医药管

理杂志#

"$!?

#

">

$

!0

&!

<%6<0#

'

!%

(甘亚平#陈玲
#

眼科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影响因素及预防

对策'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6@%&<

#

@%>!#

'

!<

(黄丽萍#王芬#郑玲
#

一起医院内结膜炎暴发的调查与控

制'

`

(

#

中国消毒学杂志#

"$!%

#

&>

$

&

&!

"0>6"0?#

'

!0

(

TU=(URRU.S'

#

'U+=-T_TR

#

YU==U=-_=

#

:7

32#-4AHAFA8G32AC7P;:3XAE:

9

G5:8GFX:;37AFA4

e

C4F7GBG7GH

'

`

(

#=:B(DG2:43+4E:F7A2

#

"$!$

#

"%

$

?

&!

@&>6@&<#

'

"$

(中华医学会
#

眼科学分册'

S

(

#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0

!

0%60<#

'

"!

(

R+TdSR

#

(Y+Td'

#

\+,+)-'N)=--

#

:732#-'.+(

K

CG5:2G4:HEA;5GHG4E:F7GA4345H7:;G2Gc37GA4AEG4H7;C8:47H

G4D:327DF3;:E3FG2G7G:H

'

`

(

#-47G8GF;AP=:HGH7+4E:F7(A46

7;A2

#

"$!<

#

%

$

!

&!

"@#

'

""

(田超#王淑娜#郭书峥
#

眼科医院感染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6>$<"#

'

"&

(蓝肖潇
#

白内障住院患者医院感染情况调查及危险因素

分析'

`

(

#

国际眼科杂志#

"$!@

#

!@

$

!!

&!

!0<%6!0<0#

'

">

(刘忻#方素珍#高小萍#等
#',(-

循环法与精细管理在眼

科病房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

志#

"$!&

#

"&

$

!"

&!

"0@%6"0@<#

'

"@

(

1_b(U`S#SA5:;47:FD4A2A

K

G:HEA;G8

9

;ABG4

K

F2:34G4

K

3455GHG4E:F7GA4AE:4BG;A48:4732HC;E3F:HG4DAH

9

G732H

'

`

(

#-47G8GF;AP=:HGH7+4E:F7(A47;A2

#

"$!?

#

@

$

!

&!

!$#

'

"?

(杨贵荣#王玉芳#朱宏彬#等
#

速干手消毒剂对低度风险医

疗物品消毒效果的监测'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6"?!0#

'

"%

(时晓春#任永霞
#

双链季铵盐消毒眼科手术室物体表面效

果评价'

`

(

#

齐鲁护理杂志#

"$!%

#

"&

$

"

&!

!"$6!"!#

'

"<

(谭莉#徐萍萍#邓平基
#

血压计袖带污染现状及消毒研究

进展'

`

(

#

中国临床护理#

"$!<

#

!$

$

!

&!

<<60!#

$收稿日期!

"$!<6!!6"?

!!

修回日期!

"$!06$"6!"

&

教学!管理
!"#

!

$%&'()(

"

*

&+,,-&$)./0(122&/%$(&$%&%1)

ULF:2

表格在国网细菌耐药监测数据上报中的应用

石光顺!

!汤苗俊"

!夏冬梅!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

检验科!

"#

信息中心!安徽合肥
"&<$$$

$

!!

摘
!

要"自
"$$@

年国家建立了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以来!各参网单位每季度均须及时上报细菌耐药监

测数据%由于网报要求按
\Y_TU)

软件数据格式上报!但各参网单位多以实验室信息化系统发布临床报告!

其数据存储形式有别于
\Y_TU)

格式%在细菌耐药监测工作中!

ULF:2

表格能通过导出数据并经计算后列出

完整的&符合要求的监测数据!为临床细菌耐药监测工作提供基础的&便捷的方法%

关键词"细菌耐药性监测#

!

ULF:2

表格#

!

\Y_TU)

#

!

数据处理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60>@@

"

"$!0

$

!$6!>?!6$@

!!

自
"$$@

年国家建立了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以 来#各参网单位每季度均必须及时上报细菌耐药监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3PS:5(2G4

!

S3

I

"$!0

!

*A2#!?

!

TA#!$



数据#为政府及时掌握细菌耐药形势#研究制定相关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由于

网报要求按
\Y_TU)

软件数据格式上报#但各参网

单位多以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R+.

&发布临床报告#

其数据存储形式有别于
\Y_TU)

格式#且各实验室

所使用的
R+.

版本往往不一致#如何将实验室临床数

据转化为可用于直接上报的格式是临床微生物工作

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各参网单位数据上报的方法各

有不同#甚至部分单位采用人工录入方式#耗时耗力#

且存在数据录入"导入出现错误等问题'

!6"

(

)本研究

结合本院细菌耐药监测数据上报过程中的具体操作#

介绍一种利用
ULF:2

表格来简便处理数据的方法#现

报道如下)

$

!

方
!!

法

$#$

!

数据提取
!

本院
R+.

数据库版本为
SGF;AHAE7

.VR.:;B:;"$$<="

#通过报表查询或数据库调取限

定时间内$某一季度&数据库中的数据#包括!标本号*

标本种类*细菌*病历号*姓名*性别*年龄*科室*病

区*住院"门诊号*检测日期*报告日期*抗菌药物*检

测值*检测方法等#分别对应
ULF:2

表格中
-

#

_

列)

该数据以抗菌药物为行#对于某一细菌#各不同的抗

菌药物各占据一行)为便于引用#此表暂命名为.原

始数据/#见表
!

)

表
!

!!

原始数据

标本号

$

-

&

标本

$

1

&

细菌

$

(

&

病历号

$

,

&

姓名

$

U

&

性别

$

Q

&

年龄

$

d

#岁&

科室

$

Y

&

病区

$

+

&

类别

$

`

&

标本日期

$

a

&

审核日期

$

R

&

抗菌药物

$

S

&

结果

$

T

&

方法

$

_

&

$$$$$$$$d000!<$$?%??

分泌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00

周
""

" >@

烧伤整形科 烧伤甲乳
! "$!<

"

?

"

"< "$!<

"

?

"

&$

红霉素诱导克林霉素耐药
'_. S+(

$$$$$$$$d000!<$$?%??

分泌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00

周
""

" >@

烧伤整形科 烧伤甲乳
! "$!<

"

?

"

"< "$!<

"

?

"

&$

头孢西丁筛选试验
'_. S+(

$$$$$$$$d000!<$$?<$&

尿液 大肠埃希菌
"%&>>&

李
"

" ?"

肾脏内科 肾脏内科
! "$!<

"

?

"

"0 "$!<

"

%

"

!

头孢西丁
&

> S+(

$$$$$$$$d000!<$$?<$&

尿液 大肠埃希菌
"%&>>&

李
"

" ?"

肾脏内科 肾脏内科
! "$!<

"

?

"

"0 "$!<

"

%

"

!

亚胺培南
&

$#"@ S+(

$#/

!

基本数据构建
!

由于医院的科室*抗菌药物种

类*细菌名称*标本种类均有可能变化#故每次需构建

此种数据的基础数据#根据.原始数据/中上述几种数

据相对应的列除重#得到某一时间内阳性标本所涵盖

的科室#抗菌药物种类和检测方法#细菌名称和标本

的种类#新建表格并命名为.替换值/#将上述数据复

制到表格中#并在各数据后一列分别输入其
\Y_6

TU)

代码#如
-

列为科室#

1

列为
\Y_TU)

代码#

(

列为其所属病区代码#

U

列为细菌名称#

Q

列为细菌代

码#

d

列为细菌类型#

+

列为抗菌药物和检测方法#

`

列

为其对应的抗菌药物代码#

R

列为标本类型#

S

列为

标本类型英文代码#

T

列为标本类型数字代码)抗菌

药物名称
l S+(

表示
S+(

检测的抗菌药物#如,阿

米卡星
S+(

-表示
S+(

法检测的阿米卡星%抗菌药物

名称
^a1

表示纸片法检测的抗菌药物#如,头孢他啶

a1

-表示纸片法头孢他啶%在其后一列输入其
\Y_6

TU)

中对应的抗菌药物字段名#如
S+(

法阿米卡星

为,

-Sa

4

TS

-#

a1

法氨苄西林为,

-S'

4

T,!$

-#数

字
!$

代表纸片中药物浓度为
!$

&

K

"

8R

)以上代码

可参阅.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信息系统数据上报标

准/或.

\Y_TU)@#@

软件应用及其常见问题解析/

一书'

&

(

)各种代码对照见表
"

)

表
"

!!

各种代码对照表

科室

$

-

&

代码

$

1

&

病区代码

$

(

&

细菌名称

$

U

&

代码

$

Q

&

类型

$

d

&

抗菌药物
l

检测方法

$

+

&

代码

$

`

&

标本

$

R

&

代码

$

S

&

数字代码

$

T

&

报告值

$

'

&

替换值

$

V

&

产科二病区
APH AP

K

癌生肠杆菌
:F

K

[

氨苄西林
S+( -S'

4

TS

白带
B3 &> &"$ !?

产科一病区
APH AP

K

白假丝酵母
F32 E U.1RS+( U.1R

穿刺液
E2 !< !?$ <

儿科$普儿病区&

9

:5

9

:5

鲍曼不动杆菌
3P3 [

阿米卡星
a1 -Sa

4

T,&$

胆汁
PG !0 <$ >

儿科$新生儿病区&

4:A 4:A

表皮葡萄球菌
H:

9

^

阿米卡星
S+( -Sa

4

TS

导管
F3 0! >$ "

放疗科
;35 ;35

产气肠杆菌
:3: [

红霉素
a1 U=b

4

T,!@

腹水
3P !@ "$ !

耳鼻喉科
:47 A7A

产酸克雷伯菌
XAL [

红霉素
S+( U=b

4

TS

脑脊液
HE !& !$ $#@

风湿科
;D: ;D:

肠炎沙门菌
H:4 [

氨苄西林
a1 -S'

4

T,!$

尿液
C; !!

&

"$

&

!

妇科
APH AP

K

鹑鸡肠球菌
:

K

3 ^

氨苄西林
S+( -S'

4

TS

分泌物
H: ?$

&

!$

&

$#@

感染疾病科
G4E G4E

大肠埃希菌
:FA [

氨曲南
a1 -)S

4

T,&$

痰液
H

9

&

'

&"$

'

!?

骨科二病区
A;7 A;7

肺炎克雷伯菌
X

9

4 [

氨曲南
S+( -)S

4

TS

血液
P2 !"

$#'

!

应用到的
ULF:2

函数
$#'#$

!

*2AAXC

9

函数
!

在表格或数组的首列查找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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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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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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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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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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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数值#并由此返回表格或数组当前行中指定列处

的数值)其语法为!

*R__aN'

$

2AAXC

9

4

B32C:

#

73P2:

4

3;;3

I

#

FA2

4

G45:L

4

4C8

#

;34

K

:

4

2AAXC

9

&)其意义为!

*2AAXC

9

$查找的值*哪里找*找哪个位置的值*是否精

准匹配&)

$#'#/

!

=G

K

D7

函数
!

从一个文本字符串的最后一个

字符开始#截取指定数目的字符)其语法为
=+dY)

$

7:L7

#

4C8

4

FD3;H

&)其意义为!

=G

K

D7

$要提取字符的

文本字符串#希望提取的字符数&)

$#'#'

!

RUQ)

函数
!

函数执行成功时返回字符串左边

4

个字符)其语法为!

RUQ)

$

H7;G4

K

#

4

&#其意义为!

RUQ)

$$要提取字符的文本字符串#希望提取的字符数&)

$#'#1

!

RUT

函数
!

RUT

函数的功能是返回文本串

的字符数)其语法为!

R:4

$

H7;G4

K

&)其意义为
RUT

$希望获得字符数的文本&)

$#'#2

!

+Q

函数
!

可以使用函数
+Q

对数值和公式进

行条件检测)其语法为!

+Q

$

2A

K

GF32

4

7:H7

#

B32C:

4

GE

4

7;C:

#

B32C:

4

GE

4

E32H:

&)其意义为
+Q

$检测条件*如果检

测条件为真时返回的值*如果检测条件为假时返回

的值&)

$#1

!

数据除重
!

由于.原始数据/中是以抗菌药物为

一列的数据形式#同一标本的数据占据多行#而

\Y_TU)

格式的数据是以细菌为一行#不同抗菌药

物占据不同的列#见表
&

)故先对.原始数据/标本除

重#排除重复标本#防止同一标本数据占据两行#对于

检测出
"

株细菌的标本则以
"

行分别显示)具体做

法!由于同一标本可能检出两种或以上细菌#故先于

原始 数 据 最 后 一 列 建 立 一 辅 助 列
V

列#

V"]

-"l("

#并向下填充#

=

列以仅复制数值形式复制
V

列数据#根据
=

列$标本号
^

细菌&筛选不重复数据)

将筛选 后 的 数 据 拷 贝 入 一 新 文 档 .菌 株 信 息/

.YUU)!

中)

表
&

!!

完成后的
\Y_TU)

数据格式

(_NT)=b

4

-

$

-

&

_=+d+T

$

1

&

R-1_=-)_=b

$

(

&

'-)+UT)

4

+,

$

,

&

QNRR

4

T-SU

$

U

&

.UW

$

Q

&

-dU

$

d

&

'-)

4

)b'U

$

Y

&

(YT D -(Y "?<!00

周
""

E >@ 35C

(YT D -(Y "%&>>&

李
""

E ?" 35C

(YT D -(Y ">%@?<

刘
""

8 0"

K

:;

(YT D -(Y "?"@@%

王
""

8 %$

K

:;

(YT D -(Y "?>%&?

蒋
""

E <"

K

:;

(YT D -(Y "?@%"!

罗
""

8 %!

K

:;

(YT D -(Y "??"?&

孙
""

8 ?$ 35C

(YT D -(Y "?<<@!

黄
"

E ??

K

:;

\-=,

$

+

&

+T.)+)N)

$

`

&

,U'-=)SUT)

$

a

&

\-=,

4

)b'U

$

R

&

.'U(

4

TNS

$

S

&

.'U(

4

,-)U

$

T

&

.'U(

4

)b'U

$

_

&

PCH -(Y PCH G4 !<$$?%?? "$!<

"

?

"

"< H

9

4:

9

-(Y 4:

9

G4 !<$$?<$& "$!<

"

?

"

"0 H

9

GFC -(Y GFC G4 !<$$?$>< "$!<

"

?

"

!! 3P

GFC -(Y GFC G4 !<$$&<&% "$!<

"

>

"

? C;

;:H -(Y ;:H G4 !<$$>&"@ "$!<

"

>

"

"! J5

C;H -(Y C;H G4 !<$$?@$? "$!<

"

?

"

"" PG

GFC -(Y GFC G4 !<$$>&<! "$!<

"

>

"

"& H:

4:

9

-(Y 4:

9

G4 !<$$@$?0 "$!<

"

@

"

!> H:

.'U(

4

(_,U

$

'

&

_=d-T+.S

$

V

&

_=d

4

)b'U

$

=

&

,-)U

4

,-)-

$

.

&

U.1R

$

)

&

-S(

4

TS

$

N

&

-Sa

4

TS

$

*

&

(-g

4

TS

$

\

&

&

9

3: [ "$!<

"

?

"

&$

'

&" &" <#$$

& X

9

4 [ "$!<

"

?

"

"< [

&

" > $#"@

!@ :FA [ "$!<

"

?

"

"< ^ <

&

" "#$$

!! :FA [ "$!<

"

?

"

"< [ !? < $#"@

"! H3C ^ "$!<

"

?

"

"<

!0 :E3 ^ "$!<

"

?

"

"0

?$ X

9

4 [ "$!<

"

?

"

&$ [

&

"

&

"

&

$#!"

?$

9

3: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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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完成后的
\Y_TU)

数据格式

(+'

4

TS

$

W

&

(R+

4

TS

$

b

&

(=_

4

TS

$

g

&

(WS

4

TS

$

--

&

U=b

4

TS

$

-1

&

U)'

4

TS

$

-(

&

QU'

4

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数据表格的建立及数据的查找与替换

$#2#$

!

数据表头的建立
!

根据
\Y_TU)

数据格式

的要求#在.菌株信息/

.YUU)"-!

#

.!

单元格中依

次输入
(_NT)=b

4

-

*

R-1_=-)_=b

*

_=+d+T

*

'-)+UT)

4

+,

*

QNRR

4

T-SU

*

.UW

*

-dU

*

'-)

4

)b'U

*

\-=,

*

+T.)+)N)

*

,U'-=)SUT)

*

\-=,

4

)b'U

*

.'U(

4

TNS

*

.'U(

4

,-)U

*

.'U(

4

)b'U

*

.'U(

4

(_,U

*

_=d-T+.S

*

_=d

4

)b'U

*

,-)U

4

,-)-

分别代表国家*实验室*来源*病例号*

姓名*性别*年龄*病人类别*科室*机构*病区*病人类

型*标本号*标本日期*标本种类*标本种类代码*细

菌*细菌类别*数据日期等)

$#2#/

!

患者信息的查找与替换
!

从.菌株信息/

.YUU)!

表格中查找标本对应的信息#如患者姓名*

性别*年龄*科室*病区*标本种类*标本日期*细菌名

称等信息#并将其转换成
\Y_TU)

要求的格式到

.菌株信息/

.YUU)"

中)为方便引用#先将.替换值/

中数据拷贝入.菌株信息/

.YUU)&

中)具体做法如

下!.菌株信息/

.YUU)"

的
-"

#

."

单元格依次输入

,

(YT

-*,

-(Y

-$本实验室代码&*,

D

-*,

].D::7!

5

,"

-*,

].D::7!

5

U"

-*,

]+Q

$

.D::7!

5

Q"]!

#

s8s

#

+Q

$

.D::7!

5

Q"]"

#

sEs

#

ss

&&-*,

]+Q

$

=+dY)

$

.D::7!

5

d"

#

!

&

]s

天
s

#

*-RNU

$

RUQ)

$

.D::7!

5

d"

#

RUT

$

.D::7!

5

d"

&

[!

&&

ls5s

#

+Q

$

=+dY)

$

.D::7!

5

d"

#

!

&

]s

月
s

#

*-RNU

$

RUQ)

$

.D::7!

5

d"

#

RUT

$

.D::7!

5

d"

&

[!

&&

l

,

8

-#

+Q

$

=+dY)

$

.D::7!

5

d"

#

!

&

]s

岁
s

#

*-RNU

$

RUQ)

$

.D::7!

5

d"

#

RUT

$

.D::7!

5

d"

&

[ !

&&#

+Q

$

.D::7!

5

d"]ss

#

ss

#

.D::7!

5

d"

&&&&-*,

]+Q

$

=+dY)

$

d"

#

!

&

]s5s

#

+Q

$

*-RNU

$

RUQ)

$

d"

#

RUT

$

d"

&

[!

&&

$

"<

#

s4:Js

#

s

9

:5s

&#

+Q

$

=+dY)

$

d"

#

!

&

]s8s

#

s

9

:5s

#

+Q

$

d"

%

?@

#

s

K

:;s

#

+Q

$

d"

%

!>

#

s35Cs

#

+Q

$

d"]ss

#

ss

#

s

9

:5s

&&&&&-*,

]*R__aN'

$

.D::7!

5

Y"

#

.D::7&

5

-

!

1

#

"

#

$

&-*,

&>$$!%

-$注!本实验室代

码&*,

]*R__aN'

$

.D::7!

5

Y"

#

.D::7&

5

-

!

(

#

&

#

$

&-*,

]+Q

$

.D::7!

5

"̀]"

#

sAC7s

#

sG4s

&-*,

]

=+dY)

$

.D::7!

5

-"

#

<

&-*,

].D::7"

5

a"

-*,

]

*R__aN'

$

.D::7!

5

1"

#

.D::7&

5

R

!

S

#

"

#

$

&-*,

]

*R__aN'

$

.D::7!

5

1"

#

.D::7&

5

R

!

T

#

&

#

$

&-*,

]

*R__aN'

$

.D::7!

5

("

#

.D::7&

5

U

!

Q

#

"

#

$

&-*,

]

*R__aN'

$

.D::7!

5

("

#

.D::7&

5

U

!

d

#

&

#

$

&-*,

]

.D::7!

5

S"

-#选中第二列#向下复制$将鼠标放至最

后一格右下角#当其变成,

^

-字时双击或按住鼠标向

下拖动至最后一行数据&)完成菌株信息构建)新建

一表格#命名为.数据汇总/#将.菌株信息/

.D::7"

数

据以仅复制数值形式拷贝入.数据汇总/

.D::7!

中)

$#)

!

抗菌药物表头建立
!

将.替换值/

`

列抗菌药物

代码复制至一新表#除去标题行#筛选除去重复数据#

然后将除重后的数值#在.数据汇总/

.D::7!

中
)!

单

元格选择性粘贴#其后对话框中选择数值和转置两

项)完成数据抗菌药物表头建立)

$#.

!

建立抗菌药物结果查找数据源
!

由于数据库中

标本编号含分组数据#标本编号仅为
<

位数#故在.原

始数据/

.D::7!

中
."

单元格输入 ,

]=+dY)

$

-"

#

<

&

l*R__aN'

$

("

#'替换值
#L2H

(

.D::7!

5

U

!

Q

#

"

#

$

&

l*R__aN'

$

S"l_"

#'替换值
#L2H

(

.D::7!

5

+

!

`

#

"

#

$

&-#

)"

单元格输入,

]T"

-选中
."

和
)"

单元格#

向下复制至最后一行数据#选中
.

列及
)

列#以,仅复

制数值方式-复制数据至.数据汇总/

.D::7"-

列*

1

列#完成抗菌药物结果查找数据源)

$#P

!

抗菌药物结果录入
!

)"

输入,

]*R__aN'

$

tS"ltV"l)t!

#

.D::7"

5

t-

!

t1

#

"

#

$

&-#选

中
)"

单元格#向右拖动鼠标复制至最后一列#再选中

)"

单元格至最后一列#向下复制至最后一行)然后

在.数据汇总/

.D::7&

中以,仅复制数值方式-复制

.D::7!

)

$#(

!

特殊情况处理

$#(#$

!

复方磺胺甲唑数据更改
!

在.替换值/

'

列

依次遍列报告的数值#其后
V

列列出其校正的值#

如
&

!$

对应
&

$#@

#

&

"$

对应
&

!

#

'

&"$

对应
'

!?

#

>$

对应
"

#

<$

对应
>

等)在.数据汇总/

.D::7&

中找到列

标题为,

.W)

4

TS

-的列$以在
-=

列为例&#并在其后

插入一列#列标题仍输入,

.W)

4

TS

-#其下第一格输

入,

]*R__aN'

$

-="

#'替换值
#L2H

(

.D::7!

5

'

!

V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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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鼠标选中后向下拖动复制至最后一行数据)

$#(#/

!

高浓度庆大霉素和高浓度链霉素结果更改
!

将,

dUY

4

TS

-下的,

.bT6.

-#替换为,

&

@$$

-#将

,

.bT6=

-#替换为,

'

!$$$

-%将,

.)Y

4

TS

-下的

,

.bT6.

-#替换为,

&

!$$$

-#将,

.bT6=

-#替换为

,

'

"$$$

-)

$#(#'

!

替换非法字符
!

将数据中出现的一些特殊字

符替换为合法字符#具体如下!$

!

&全角,

#

-或,

'

-替

换为半角,

'

-)$

"

&全角,

$

-,

&

-替换为半角,

&

-)

$

&

&全角,

%

-替换为半角,

%

-)$

>

&全角,

$

-替换为

半角,

$

-)$

@

&全角,

]

-替换为半角,

]

-)$

?

&全角

,

#

-与,)-替换为半角,

#

-与,)-$

%

&,

4

-,

4:

-,

4:

K

-

,

4:

K

37GB:

-或者中文全角,

[

-替换为半角英文,

[

-)

$

<

&,

9

-,

9

A

-,

9

AH

-,

9

AHG7GB:

-或者中文全角,

^

-#替换

半角英文,

^

-)

$#$%

!

数据完成与保存
!

将上述.数据汇总/

.D::7&

中

的数据以仅复制数据的形式复制到一新表中#删除
-=

列复方磺胺甲唑校正前的数据)由于
*R__aN'

函

数查找时如找不到数值将填入,

1

T

"

-

-#故将全部,

1

T

"

-

-替换为空值)将日期格式调整成系统默认的日期

格式)完成后的数据如表
&

所示)上述数据包含了

一些国网数据不纳入的真菌*支原体*厌氧菌和分枝

杆菌等微生物#应在上报前予以剔除)将处理好的文

件保存为
,1Q

格式)建议根据
\Y_TU)

文件命名

方式命名该文件)该数据库文件可上传至国网#亦可

直接用于
\Y_TU)

软件统计分析)

/

!

讨
!!

论

!!

由于各版本
ULF:2

软件存在差异#本文以
UL6

F:2"$$&

为例#其优点是数据可以保存为
,1Q

的数据

库文件#直接可为
\Y_TU)

软件所用)但仍需注意

以下几点!$

!

&由于数据运算量巨大#为减少计算机单

次运算量#提升计算机运算速度#对菌株信息和抗菌

药物结果分
"

步查找与替换)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效

率)$

"

&填充方法有多种#本文仅列举较为简便的一

种方法#选中第一个数据所在单元格后#双击鼠标完

成自动填充#但当数据中出现空值时可能会中止填充#

故填充后应检查数据是否填充完全)$

&

&

*R__aN'

函数要求查找的数值在查找数据的第一列#否则无法查

找)当查找的数值不在查找数据的第一列时#可建辅助

列来完成查找)$

>

&单元格引用时注意绝对引用#文件

引用时注意其文件所在文件位置#为简化操作#本文

在操作时所涉及文件均保存在同一文件夹中)$

@

&复

方磺胺甲唑为复方制剂#甲氧苄啶和复方磺胺甲

唑配比为
!n!0

#本院采用法国梅里埃
*+)Ua"

(_S'-()

仪器检查#临床报告其结果中为两种制

剂之和#而
\Y_TU)

格式中只列出其中甲氧苄啶的

浓度#故而
\Y_TU)

的数值应在
R+.

数据的基础上

除以
"$

'

>

(

)$

?

&由于标本信息有时可能不完全#如患

者性别*年龄*标本种类填写不完全#此时无法判断标

本种类#故在转换数据前应确保数据的完整#若实验

报告中部分数据不完全#如部分新生儿年龄为
$

岁#

此时应根据病例查找相应的数据及时补充)

利用
ULF:2

重复操作时#在第
!

次使用时可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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