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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结核病的发病率在国内呈逐年上升趋势#笔者研究

病例所在的红河州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当前在对新增结核病

患者#尤其是痰涂片检测阴性结核病患者的诊治上常因其临床

表现不明显而出现一定的延误#甚至误诊(肺结核是因结核杆

菌感染肺部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过程#其病理'生理过程复杂#

结核杆菌引起的免疫反应常常引起机体一些常用检测指标的

变化#这些变化与肺部感染患者的变化有一定差异#这在临床

工作中为对肺结核患者及肺部感染患者的诊治提供了一定的

参考)

"

#

/

*

(本研究分析了初治肺结核患者
c+(

'

1*

'

*V4

'

3T=

和
(43

的变化情况#同时以肺部感染患者及对照组健康

者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初治肺结核组和肺部感染组
c+(

'

1*

'

*V4

'

3T=

和
(43

的检测值均较对照组高#其中
c+(

增高主

要由
1*

增高引起(初治肺结核组
c+(

'

1*

'

*V4

和
(43

检

测结果较肺部感染组低#而
3T=

则较肺部感染组高(肺结核

患者
3T=

增高可能与调节巨核细胞生长的白介素
,8

'白介素
,

-

及粒
,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过度表达有关)

-

*

(同时研究

发现初治痰涂片检测阳性肺结核患者
c+(

'

1*

'

*V4

'

3T=

和

(43

的检测结果较初治痰涂片检测阴性患者高#这说明这些

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肺结核患者的病期和病情#所以临床

工作中应该加强对这些指标的监测(

综上所述#

c+(

'

1*

'

*V4

'

3T=

和
(43

在初治肺结核患

者和肺部感染患者及健康人群中均具有一定各自的特征#并且

在初治肺结核痰涂片检测阳性与痰涂片检测阴性患者中的检

测结果也有一定差异#临床工作中应对这些检测指标的差异进

行足够重视#这些检测数据的差异可以为临床医生对这些疾病

的诊疗提供一定的参考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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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结果分析

陈
!

娟

"山东省平度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山东平度
"--.8-

%

!!

摘
!

要"目的
!

目标性定期监测
Y(b

感染数据!了解危险因素!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方法
!

采用目标性监测方法对
"$!6

年
!$

月
-$

例
Y(b

患者的医院感染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侵入性操作相关感染进行研究分析'结果
!

-$

例患者中共发生医院感染

为
"8#885

!日感染率为
"6#"!w

!调查日感染率为
-#68w

$

8

种侵袭性操作相关性感染率分别为#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率发生

%#-%w

!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率
7#!%w

!导尿管插管相关泌尿道感染率
"#$/w

!共检出
"!

株致病菌株!以革兰阴性菌为

主'结论
!

Y(b

医院感染发生率高与各种导管应用相关!以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为主!应注意多重耐药菌的监控与防护!做好隔离

与手卫生'

关键词"导管相关性感染$

!

医院感染$

!

目标性分析$

!

导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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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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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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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Y(b

是医院内救治危重患者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

医院感染的高发区域)

!,"

*

#监测'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是目前综

合
Y(b

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了解患者各种导管相关

性感染的发病概率#为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提供客观真实的数

据#特对
Y(b

患者进行目标性跟踪监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6

年
!$

月本院
Y(b

住院患者
-$

例#其中

男
8"

例#女
"7

例#住
Y(b

时间
8

$

8!L

#平均
!$#/L

(

?#@

!

方法
!

由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或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

前瞻性主动收集监测数据#依据/医院感染诊断标准0进行数据

分析(监测内容包括医院感染率'导管使用率'导管相关性感

染率)

8

*

(感染病例的确认应由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做出最

终判断#发现感染病例#按要求填写
x

患者日志
x

监测表(发现

感染病例#按要求填写-医院感染监测病例调查表.#将收集到

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计算方法!$

!

&根据计算公式#每月监测

人数
h

当月新入
Y(b

人数
d

上月末住在
Y(b

人数%$

"

&每周按

照-

Y(b

监测患者临床病情分类标准及分值.

)

6

*对患者进行评

定#评定结果记在-

Y(b

月报表.中#然后计算
Y(b

患者的病情

平均严重程度(其计算方法如下!

平均病情严重程度
h

每周根据临床病情分类标准评定的患者

总分值"每周参加评定的
Y(b

患者总数

调整患者日医院感染率
hY(b

患者日医院感染发病率"平均病

情严重程度
R!$$$w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H@G"$$.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

@

!

结
!!

果

@#?

!

Y(b

感染率
!

Y(b-$

例监测患者共发生感染
!6

例#

!-

例次%导管相关感染
.

例次$呼吸机相关肺炎
6

例#中心静脉插

管相关感染
"

例#导尿管插管相关感染
!

例&(感染人次率为

"8#885

#感染例次率
"-#-.5

%患者总住院日数共产生
--!L

#

患者日感染例次率为
"6#"!w

%共评定患者总分值为
"/-

分#

评定患者总数
-7

次#平均病情严重程度
8#.-

#调查日感染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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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为
-#68w

(

@#@

!

医院
Y(b

各种导管使用情况
!

监测
-$

例患者中#尿导

管使用率最高为
.8#-75

#呼吸机导管使用率次之为
-"#675

#

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最少为
8-#%!5

%医院总器械使用率为

!.8#$.5

(

@#A

!

8

种机械性操作相关感染率
!

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

%#-%w

#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
7#!%w

#导尿管插管相关

泌尿道感染率
"#$/w

(

@#B

!

Y(b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

剔除同一患者相同

的菌株共检出病原菌
"!

株#以革兰阴性菌主#占
.-#"5

#革兰

阳性菌
8

株#占
!6#85

#真菌
"

株#占
%#/5

#见表
!

(

表
!

!!

Y(b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

%

5

&'

病原菌 构成比

鲍曼不动杆菌
-

$

"7#-

&

铜绿假单胞菌
8

$

!6#8

&

大肠埃希菌
"

$

%#/

&

肺炎克雷伯菌
"

$

%#/

&

阴沟肠杆菌
!

$

6#7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屎肠球菌
!

$

6#7

&

光滑假丝酵母菌
!

$

6#7

&

曲霉菌
!

$

6#7

&

合计
"!

$

!$$#$

&

A

!

讨
!!

论

本研究显示医院感染率为
"8#885

#日感染率为
"6#"!w

#

调整后感染率为
-#68w

#明显高于王小平等)

"

*报道的医院感

染率$

!!#7%5

&与李卫光等)

/

*报道的相近(

Y(b

医院感染率高

与
Y(b

危重患者较多'基础疾病及机械性操作有关(因此#

Y(b

预防控制感染至关重要#应加强监测和控制#进行有效的

干预)

-

*

#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严格掌握指征#及时拔除不必

要的管道(

本研究检测到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特别是多重耐

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率较高#其构成比分别

为
"7#-5

'

!6#85

(医务人员一方面应严格隔离#加强手卫

生#另一方面应及时送检各种标本培养以获得可靠的病原学检

测#根据药敏结果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

本研究显示#

!-

例次医院感染中#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率

发生率为
%#-%w

#其发病机制与多种因素有关#发病率余患者

年龄'基础疾病'监护室设备条件及医护人员的无菌操作意识

等有关%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率为
7#!%w

#导尿管插管

相关泌尿道感染率为
"#$/w

(因此 #

Y(b

应当健全规章制度#

制定并落实预防与控制导管相关感染的工作规范和操作规程#

提高手卫生的依从性#每日评估导管的必要性#及时拔除不必

要的导管来预防相关的导管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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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地区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李晓丽!戴国知!黄常洪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检验科!湖南郴州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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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调查郴州市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

&

E

%感染现状!并就性别&年龄&职业等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方法
!

随

机选取
"$!8

年
7

月至
"$!6

年
!"

月份来该院体检的郴州地区自然人群
.$!/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3

尿素酶抗体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检测上述人群的
&

E

感染情况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郴州地区体检人群
&

E

感染率为
".#$5

'男性与女性间感染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不同年龄段受试者感染率不同!

"$

$%

8$

岁年龄段
&

E

感染率最低"

"!#!5

%!

6$

$%

/$

岁年龄

段感染率最高"

8$#65

%'

"$

$%

8$

岁年龄段体检者感染率与其他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

%'从事教师职业的

人群
&

E

感染率最低"

"$#85

%!个体户
&

E

感染率最高"

88#.5

%!教师感染率与其他职业人群感染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F

%

$#$/

%'结论
!

郴州地区
&

E

感染率低于全国水平!该地区
&

E

感染率与性别无关!与年龄和职业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幽门螺杆菌$

!

体检人群$

!

感染率

!"#

!

!$#8%-%

"

9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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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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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

&

E

&感染是慢性活动性胃炎的直接病因#与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癌及某些胃淋巴癌密切相关#是世界

上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

&

E

平均感染率为
/$5

#不同地区其感染率差异比较大#本研

究针对郴州地区的
&

E

感染率及相关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8

年
7

月至
"$!6

年
!"

月来本院体检的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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