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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广西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9-12-09 当天 24 h 医院感染现患率情况 为深入
开展医院感染监测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床旁调查与查阅病历相结合的方法 监测该院 2009-12-09 当
天的所有住院患者 对医院感染确认病例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住院患者 610 例 发生医院感染 23 例 现患
率为 3.77% 医院感染高危科室为中心ICU 骨外科 神经外科 感染部位依次是下呼吸道 手术切口 皮肤软
组织 检出病原菌 19 株 其中革兰阴性菌 16 株 占 84.21% 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53.11% 结论 加强对高危
科室目标性监测 对控制医院感染发生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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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alysisinprevalencerateofnosocomialinfectionin610 hospitalizedpatients HUANGHua-yan.de-
partmentoflnfection Control thefirstPeople sHospitaloffangchenggang Guangxi538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comprehend theprevaiencerateofnosocomiaiinfection  NI .Methods Thesta-
tisticaianaiysiswasperformed bybed-sidevisitingand medicairecordschecking.Results Among610 investigated
patients nosocomiaiinfection wasfound in 23 patients 3.77% .ICU orthopedicsurgeryand neurosurgerywerethe
departmentswith high risk.Thecommon NIposition werein orderofiowerrespiratorythact operativewound skin
and softtissue Nineteen strainsofpathogenicbacteriaweredetected amongwhich 16 strains 84.21% wasgram-
negutivebacteria theappiication rateofantibacteriaidrugswas53.11%.Conclusion Itisrecommended thatspe-
cificsurveiiianceshouid beconducted in thedepartmentswith high risk fornosocomiaiinfection in ordertoreduce
thenosoconiai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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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我院医院感染现患率的科室分布 感染
部位分布 病原菌分布及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 以便
有针对性地做好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降低医院
感染现患率和加强医院感染监测工作 2009-12-09
当天我院首次开展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监测 现将
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为我院 2009-12-09 当天 0 00 ~
24 00 的全部住院患者 包括当日出院患者 但不
包括当日入院患者  
1.2 调查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 调查前
1 d 由医院感染管理科组织各病区主任 护士长 监
控医师 监控护士进行培训 调查人员采用床旁调
查和病历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填写由广西医院感染
培训基地制定的个案调查登记表和床旁调查登记

表 医院感染病例汇总表 收集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1.3 医院感染病例诊断 参照卫生部 2001-01 颁
布的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试行   1  医院感染的
定义指住院病人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 包括调查时
限内 24 h内 新发生的医院感染 以及过去的医院
感染在调查时仍未痊愈的患者及部位 不包括社区
感染 没发生的医院感染 过去发生的医院感染在调
查时已痊愈的患者及部位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应调查住院患者 610 例 实际调查
610 例 实查率 100% 其中男 350 例 女 260 例 
年龄最小 2 d 最大 88 岁 其中&2 岁 22 例 )60 岁
128 例 发生医院感染 23 例 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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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科室医院感染现患率分布 共调查全院 18
个科室 610 例,医院感染较高的科室依次为 ICU
 42.86%),骨外科 16.20%),神经外科 8.69%),
内分泌科 6.98%)等O 见表 1O

表 1 医院感染现患率的科室分布

 科 室 调查例数 感染例数 现患率 %)

神经内科 34 1 2.94

心血管内科 49 1 2.04

内分泌科 43 3 6.98

呼吸内科 32 0 0.00

消化内科 34 1 2.94

肾内科 28 1 3.57

血液~肿瘤内科 20 1 5.00

中医~康复科 19 0 0.00

感染性疾病科 20 0 0.00

神经外科 23 2 8.69

骨外科 37 6 16.20

普外科 57 1 1.75

心胸外科 31 1 3.22

泌尿外科 22 0 0.00

妇产科 71 0 0.00

五官科 15 0 0.00

儿科 68 2 2.94

ICU 7 3 42.86

合计 610 23 3.77

2.3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我院医院感染部位以下
呼吸道最多见,占 39.13%,其次为手术切口,占
17.39%O 见表 2O

表 2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感染部位 例数 百分比 %)

下呼吸道 9 39.13

手术切口 4 17.39

上呼吸道 3 13.04

泌尿道 3 13.04

胃肠道 1 4.35

胸膜腔 1 4.35

其他 2 8.70

合计 23 100.00

2.4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 23 例医院感染者中,
20 例进行了病原学检查,送检率为 86.96%,其中
19 例阳性,阳性率为 95.00%,分离出病原体 19 株,

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16 株,占 84.21%O 见表 3O
表 3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

 病原菌 株数 百分比 %)

铜绿假单胞菌 6 31.58

肺炎克雷伯菌 3 15.79

大肠埃希菌 2 10.53

鲍曼不动杆菌 2 10.53

金黄色葡萄球菌 2 10.53

阴沟肠杆菌 1 5.26

产气肠杆菌 1 5.26

白色念珠菌 1 5.26

鲍曼不动杆菌 1 5.26

合计 19 100.00

2.5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调查 610 例患者中,有
324 例使用了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53.11%O 其中一联用药 236 例,占 72.84%;二联
用药 84 例,占 25.93%;三联用药 4 例,占 1.23%O
无四联以上用药O 治疗性用药 223 例,占 68.83%;
预防性用药 88 例,占 27.16%;治疗 +预防性用药
13 例,占 4.01%O
3 讨论
3.1 2009-12-09 当天我院医院感染现患率为
3.77%,与我院 2009 年日常回顾性调查月感染率基
本一致,略低于熊薇等 2]报道的 3.99%O 这与近年
来我院在医院感染全面综合性监测的基础上,陆续
开展了多项目标性监测,发现医院感染易感因素,逐
步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控制和避免医院感染
的发生有关O 但高于我院历年的监测统计结果 如
2007 年医院感染率为 1.13%,2008 年医院感染率
为 1.16%)O
3.2 本次调查的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53.11%,略高
于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管理规范>中提出的抗
菌药物使用率力争控制 <50%的要求 3] ,与全国抗
菌药物使用率 55.81%)和全国教学医院抗菌药物
使用率 52.24%) 4]基本一致O 但高于国外文献报
道的 14.50% 5] O 预防性用药占抗菌药物使用较大
比例,不同科室存在较大差异O 内科~儿科等科室以
治疗性用药为主,手术科室如妇产科~外科等科室以
预防性用药为主,使得我院预防性用药率较高,与李
晓红等 6]的报道一致O 实际上抗菌药物不能替代
外科治疗的基本原则,严格的无菌技术~彻底的清
创~感染灶的清除及脓肿引流以及增加机体抵抗力
乃是抗感染的必要措施O 近年来我院加强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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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监管力度,督促制度的落实,强调标本送检,
对病原学情况实行通报,为逐步降低抗生素药物使
用率打下坚实基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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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722 例
外科手术治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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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外科手术治疗的术前准备方法及术后并发症预防0 方法
经手术次全切除甲状腺病理检查确诊的 722 例原发性甲亢患者,术前准备均给予口服他巴唑~卢戈氏液~谷维
素~维生素B1 治疗,如心率>90 次/min~心电图无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者加服心得安控制心率 术后 72 h 内
每日用 0.9%氯化钠 100 mI+地塞米松 15 mg静脉滴注,连续用 3 d,术后不再口服卢戈氏液0 结果 722 例
全部治愈,无一例死亡及甲亢危象发生,无术中~术后大出血0 随访 5 年内,无一例复发0 结论 术前口服他
巴唑和卢戈氏液及辅以谷维素~维生素B1~心得安做术前准备,术后使用地塞米松能有效预防甲亢术后严重
并发症发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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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onsurgicaltreatmentof722 patientswithprimary hyperthyroidism XIAOYuan-chao, LUOoi-
jun,oINkai-chong.Departmentofsurgery, thePeople_shospitaloftiane, Guangxi5473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investigatethepreoperativepreparation method in theoperation ofhyperthyroidism
and theprevention ofitscompIications.Methods Seven hundred and twenty-twopatientswith primaryhyperthyroid-
ismwhich werediagnosed bypathoIogywereoraIIyadministered methimazoIe,IugoI_ssoIution and oryzanoI, vitamin
B1, forthepatientswith heartrategreaterthan 90 beats/min and theECGwithoutcompIeteatrioventricuIarbIock
propranoIoIwereadministered forcontroIofheartrate.Thepatientswereadministered intravenousIydexamethasone15
mg/dayin thefirstthreedaysafteroperation.Results AIIpatientswerecured.Nohyperthyroidismcrisisintraopera-
tiveand postoperativemassivehemorrhagewerefound.Noreccurrencewasfound during5 years_ postoperativefoI-
Iow-up.Conclusion PreoperativeuseoforaImethimazoI,IugoI,ssoIution oryzanoIvitamin B1, propranoIoIforpreop-
erativepreparation and postoperativeuseofdexamethasoneiseffectivein theprevention ofpostoperativecompIications
ofhyperthyroidism.
  [Key words] Hyperthyroidism  Preoperativepreparation  Operation  CompIication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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