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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管理是评价综合医疗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１］。

传统的医院感染监测工作模式很大程度上依靠临床医生上报

医院感染病例，感染管理专职人员手工录入数据，统计分析结

果。这种模式不仅工作量大、费时费力，而且存在填报内容不

规范、信息滞后、漏报率高以及无法及时预测医院感染爆发趋

势等不足。随着计算机和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医院

数字化运行、信息化管理进程，为感染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目前，国内许多医院已经实现了医院感染的信息

化管理。本院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开始应用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

统进行医院感染信息化管理，现将应用情况总结如下。

１　软件基本情况

１．１　软件简介　医院感染管理软件为杭州杏林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开发的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简称ＲＴＮＩＳＳ系统）。医

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通过专用服务器连接病例质控系统、手术

麻醉系统、检验科ＬＩＳ系统、影像ＰＡＣＳ系统等数据库，实现对

上述数据库中的医院感染相关数据的自动采集。该软件分为

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用户端和临床医生用户端。临床医生

用户端安装在临床医生工作站电脑，对临床医师开放，主要进

行医院感染病例的上报和与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的交流。感染

管理专职人员用户端仅供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使用，进行医

院感染预警信息处理，医院感染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系统的

设置与维护。

１．２　预警设置　ＲＴＮＩＳＳ系统对医院感染病例的预警监测

必须通过事先设定的感染预警术语来实现。医院感染预警相

关术语可根据《医院感染诊断标准》（２００１年）和《医院感染监

测规范》，并结合本院感染管理工作实际需要进行设置，主要包

括。（１）感染临床体征。连续发热、化脓、伤口红肿、伤口脓性

分泌物等。（２）辅助检查结果。白细胞总数升高、放射及Ｂ超

炎症影像、病原菌阳性培养结果等。（３）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术后抗菌药物使用升级、特殊类抗菌药物使用升级情况。同

时，在预警模块中还可设置疑似医院感染暴发预警阈值，如大

于３例同种细菌感染患者。

１．３　软件功能　ＲＴＮＩＳＳ系统包括医院感染病例监测、预

警、统计分析、目标性监测、干预、消毒灭菌、职业防护和病例查

询等８个功能模块。根据本院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目标和任

务，现阶段使用了病例监测、预警、统计分析、目标性监测、干预

和病例查询等模块，主要用于医院感染病例的预警监测、统计

分析、目标性监测和与临床医师的实时在线交流。另外，临床

医生也可通过病例监测模块上报医院感染病例。目标性监测

主要开展了ＩＣＵ、新生儿病房的患者“三管”相关性医院感染监

测、多重耐药菌监测、抗菌药物监测等。

１．４　软件应用　ＲＴＮＩＳＳ系统通过专用服务器在每日凌晨

２：００自动提取 ＨＩＳ、ＬＩＳ、ＰＡＣＳ系统和手术麻醉系统等数据库

中包含预警相关术语的病例信息，并按科室分类预警。感染管

理科专职人员先对预警信息进行甄别，将筛选出的医院感染疑

似病例预警信息推送到患者经管医生用户端。临床医师严格

按照《医院感染诊断标准》，根据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时做出是

否为医院感染的诊断。如同意医院感染的诊断，在医院感染病

例上报系统中点击“确认”图标来完成上报。如不同意医院感

染的诊断，点击“排除”图标来完成预警信息的处理，但必须说

明理由。对存在异议的感染病例，专职人员和临床医师可通过

交流平台进行在线交流。

１．５　数据分析　ＲＴＮＩＳＳ系统的统计分析模块具有较强大

的统计分析功能，可对医院感染病例的感染发生时间、所在科

室、感染部位、感染高危因素、病原学监测结果等进行统计，自

动生成各种医院感染数据报表，如医院感染发病率、现患率、未

确认率、感染病原菌构成比、感染部位构成比［２］。也可根据需

要自定义统计时间，生成任意时段的感染监测数据。

２　软件应用结果

２．１　医院感染管理软件显著降低了医院感染病例漏报率　管

理软件通过定义的医院感染相关术语，从医院病历质控系统、

检验科ＬＩＳ系统、放射及超声ＰＡＣＳ系统、手术麻醉系统、抗菌

药物管理系统等数据库提取疑似医院感染病例的相关信息，保

证了患者信息采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软件自动监测与

临床医师主动上报感染病例相结合，有效地减少了医院感染病

例漏报的可能性。本院２０１３年１～６月使用 ＲＴＮＩＳＳ系统

后，医院感染漏报率为１．２４％，显著低于２０１２年１～６月同期

的９．０５％。结果表明医院感染管理软件能显著降低医院感染

病例漏报率。

２．２　医院感染管理软件实现了医院感染病例监测的及时性　

以前的医院感染病例监测主要通过临床医师上报和抽查患者

的出院病历的方式完成。由于临床医师工作繁忙，医院感染病

例上报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高，滞后上报现象比较普遍。管

理软件在每天凌晨２：００对住院患者的医院感染情况自动判断

并预警，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次日就能获得当前的医院感染

相关信息，极大地提高了医院感染监测数据的时效性，及时为

医院感染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２．３　医院感染管理软件提高了医院感染病例报告的准确性　

感染预警信息可根据临床需要进行人工编辑和定义，为了减少

漏报，预警术语可以适当扩大。感染病例预警信息先经过专职

人员甄别，再通过临床医师的诊断和确认，减少了漏诊、误诊，

保证了医院感染病例报告的准确性。

２．４　医院感染管理软件减轻了临床医师的工作负担　临床医

师在处理医院感染病例预警信息时，直接点击“确认”和“排除”

图标就能完成感染病例的上报，信息填写较少，不仅减轻了临

床医师的工作负担，而且大大增强了临床医师上报感染病例的

依从性。

２．５　医院感染管理软件在感染爆发或流行趋势预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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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管理软件不仅能及时预警医院感染病例，而且具有

强大的统计分析功能，对医院、科室、病区等不同范围患者的医

院感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以趋势图显示，便于医院感染管

理专职人员对感染爆发或流行趋势进行判断，必要时采取干预

措施，避免医院感染暴发。２０１３年１～９月，本院共发现８个

疑似感染暴发趋势，均在２４ｈ内通知相应临床科室，及时查找

原因，及时采取相应干预措施，有效避免了医院感染暴发事件

的发生。

２．６　医院感染管理软件优化了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模式　传统

的医院感染管理模式需要专职人员收集、录入感染病例的信息

资料、查阅病历资料，耗费了大量管理人力。管理软件使用后，

本院３０００名左右的住院患者，平均每日新增感染预警病例约

６０～７０例，分析判断只需１名专职人员在２～３ｈ内就能处理

完毕，大大节约了人力资源。解放出来的医院感染管理力量可

投入到临床现场督导工作中，加大对多重耐药菌患者管理，

“三管”防护措施落实、临床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等方面的现

场督察力度。

３　讨　　论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医院感染监测系统就已开始在发达

国家应用。其在医院感染发生率监测、医院感染目标监测以及

医院感染病原学监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３］。目前，国内医

院规模不断扩大、病房床位激增，抗菌药物滥用、多重耐药菌感

染患者日益增多等问题给医院感染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传

统的医院感染监测手段已无法满足医院感染管理的要求，引入

信息化管理模式成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发展的新方向。上世

纪９０年代，随着计算机的逐步普及，医院数字化、信息化建设

步伐的加快，国内许多医院使用了医院感染监测系统［３］。资料

显示，医院感染管理信息化系统在医院感染管理中发挥了积

极、有效的作用［４６］。

医院感染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及早发现问题、及早进行干

预［７］。通过信息化管理手段，医院感染专职人员能及时、准确、

全面掌握全院或某科室、病区的医院感染现况，有利于对感染

暴发趋势进行早期预测、早期干预，可有效避免医院感染的流

行暴发［５］。从本院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这一年来使用

ＲＴＮＩＳＳ系统管理软件的情况看，医院感染管理软件不仅使

医院感染监测更加准确、及时，而且实现了专职管理人力资源

的优化利用，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模式也从数据统计转向临床现

场督查，有利推动了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正规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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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医院感染管理已经成为评价综合医疗质量的核心指

标之一，越来越受到医院管理者的高度重视。随着计算机和信

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医院感染管理的信息化进

程，国内许多医疗机构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医院感染的信息

化管理平台建设。目前，医院感染监测软件可以由医疗机构自

身设计开发或者直接进行商业购买。常见的市售医院感染监

测软件以解放军总医院和杭州杏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

“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１４］、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开发的“蓝蜻

蜓感染管理软件”［５６］为主。同时，由于国内各医疗机构使用的

医院信息系统（ＨＩＳ）各不相同，信息化水平高低不一，商业购

买的医院感染监测软件未必能满足其需要。因此，许多医院根

据自身需求自行开发医院感染监测软件，如：北京市医院感染

管理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专家组［７］、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

院［８］、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９］和徐州医学院附

属医院［１０］等都先后研发了各自的医院感染监测软件。本院在

医院感染监测信息化建设中，先后使用了三款医院感染监测软

件，现将应用体会总结如下。

１　应用背景

１．１　病案附带的医院感染病例上报软件　２００４年，为简化医

院感染病例上报工作，实现医院感染病例的无纸化报告，本院

在病案质控系统中添加了医院感染报告功能模块，成为了本院

第一款医院感染监测软件，简称病案附带软件。该软件采用

ＣＳ（客户服务器结构）架构，虽然存在不易更新、功能简单的

缺点，但与当时不完善的 ＨＩＳ系统相适应。

１．２　茂森软件　随着医院感染正规化、规范化管理步伐的加

快，２００９年卫生部颁布了《医院感染监测规范》，规范明确要求

开展２年以上医院感染综合性监测的医院应开展目标性监测，

如：手术部位感染监测、成人及儿童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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