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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监测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院感染监测的管理与要求、监测方法及医院感染监测质量保证。

本标准适用于医院和妇幼保健院。有住院床位的其他医疗机构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卫生部2006年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卫生部2006年

3 术语和定义

11 医院感染监测nosocomial infection surveillance

    长期、系统、连续地收集、分析医院感染在一定人群中的发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并将监测结果报

送和反馈给有关部门和科室，为医院感染的预防、控制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2 患者日医院感染发病率nosocomial infection incidence per patient-day

    是一种累计暴露时间内的发病密度，指单位住院时间内住院患者新发医院感染的频率，单位住院时

间通常用1 000个患者住院日表示。
3.3 全院综合性监测hospital-wide surveillance

    连续不断地对所有临床科室的全部住院患者和医务人员进行医院感染及其有关危险因素的监测。
3.4 目标性监测target surveillance

    针对高危人群、高发感染部位等开展的医院感染及其危险因素的监测，如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监

测、新生儿病房医院感染监测、手术部位感染监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性监测等。
3.5 抗菌药物antimicrobial agents

    具杀菌或抑菌活性、主要供全身应用(含口服、肌肉注射、静脉注射、静脉滴注等，部分也可以用于局

部)的各种抗生素、磺胺类、咪哇类、硝咪哇类、唆诺酮类、吠喃类等化学药物。通常不包括抗寄生虫药

物、抗病毒药物、抗结核药物和局部使用抗菌药物等。

3.6 抗菌药物使用率usage rate of antibiotic

    出院患者中使用抗菌药物的比率。

3.7 抗菌药物使用荆量dose of antibiotic use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的每日使用量。

3.8 规定日剂量频数(DDD频数)number of Defined Daily Dose
    为某一抗菌药物的总消耗量除以该药的规定日剂量。

监测的管理与要求

4. 1 医院应建立有效的医院感染监测与通报制度，及时诊断医院感染病例，分析发生医院感染的危

险因素，采取针对性的预防与控制措施。并应将医院感染监测控制质量纳人医疗质量管理考核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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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医院应培养医院感染控制专职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识别医院感染暴发的意识与能力。发生暴发

时应分析感染源、感染途径，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4.3 医院应建立医院感染报告制度，发生下列情况的医院感染暴发，医疗机构应报告所在地的县(区)

级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包括初次报告和订正报告，订正报告应在暴发终止后一周内完成。

报告表见附录A。

4.3.1 医疗机构经调查证实发生以下情形时，应于12h内向所在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报告，并同时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a) 5例以上的医院感染暴发。

    b)由于医院感染暴发直接导致患者死亡。

    0 由于医院感染暴发导致3人以土人身损害后果。

4.3.2 医疗机构发生以下情形时，应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的要求在2b内进行报告:

    a) 10例以上的医院感染暴发事件。

    b)发生特殊病原体或者新发病原体的医院感染。
    0 可能造成重大公共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医院感染。

4.3.3 医疗机构发生的医院感染和医院感染暴发属于法定传染病的，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进行报告。

4.4 医院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医院感染监测计划，如年计划、季度计划等。监测计划内容主要包括人员、

方法、对象、时间等。

4.5 医院应按以下要求开展医院感染监测:
    a) 新建或未开展过医院感染监测的医院，应先开展全院综合性监测。监测时间应不少于2年。

    b)已经开展2年以上全院综合性监测的医院应开展目标性监测。目标性监测持续时间应连续6

        个月以上。

    。)医院感染患病率调查应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4.6 人员与设施
4.6.1 人员要求  医院应按每200张一250张实际使用病床，配备1名医院感染专职人员;专职人员

应接受监测与感染控制知识、技能的培训并熟练掌握。

4.6.2 设施要求  医院应在医院信息系统建设中，完善医院感染监测系统与基础设施;医院感染监测

设施运转正常。

5 监测

5. 1 医院感染监测方法  根据监测范围，分为全院综合性监测和目标性监测。

5. 1. 1全院综合性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B进行。

5.1.2 目标性监测

5.1.2.1 手术部位感染的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C进行。

5. 1.2.2 成人及儿童重症监护病房(ICU)医院感染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D进行。

5. 1.2.3 新生儿病房医院感染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E进行。

5. 1.2.4 细菌耐药性监测，具体监测方法按照附录F进行。

5.2 医院感染调查方法

5.2.1 患病率调查，了解住院患者医院感染患病率。具体调查方法按照附录G进行。
5.2.2 临床抗菌药物使用调查，帮助了解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具体调查方法按照附录H进行。

5.3 监测信息的收集

5.3.1 宜主动收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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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患者感染信息的收集包括查房、病例讨论、查阅医疗与护理记录、实验室与影像学报告和其他部

门的信息。

5.3.3 病原学信息的收集包括临床微生物学、病毒学、病理学和血清学检查结果。

5.3.4 收集和登记患者基本资料、医院感染信息、相关危险因素、病原体及病原菌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和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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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医院感染暴发报告表

  口初次  口订正

A. I 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A. 2 发生地点: 医院(妇幼保健院) 病房(病区)

A. 3 感染初步诊断: ;*医院感染诊断:

A. 4 可能病原体: ;*医院感染病原体:

A.5 累计患者数:_ 例， 关感染患者数:_ 例
A. 6 患者感染预后情况:痊愈_ 例，正在治疗_ 例，病危_ 例，死亡一一例

A. 7 可能传播途径:呼吸道( )、消化道( )、接触传播( )、血液体液( )、医疗器械(侵入性操作)

( )、不明( ); *传播途径:
A. 8 可能感染源:患者、医务人员、医疗器械、医院环境、食物、药物、探视者、陪护者、感染源不明。

                                                              *感染源:

A. 9 感染患者主要相同临床症状:

A. 10 医院环境卫生学主要监测结果:

A. 11感染患者主要影像学检查结果(X光、CT,MRI,B超):_
A. 12 感染患者主要病原学检查结果(涂片革兰染色、培养、病毒检测结果、血清学检查结果、同源性检

查结果等):
A. 13 暴发的详细描述(主要包括暴发开始时间、地点、催患情况、主要临床表现与实验室检查结果、调

查处置经过与效果、暴发原因初步分析、*需要总结的经验等):

报告单位: 填表人:

详细通讯地址与邮政编码:
报告日期: 联系人电话(手机):

填表注意事项:分初次报告和订正报告，请标明并逐项填写，带关号的内容供订正报告时填写。暴发事

件的详细描述本表不够时可另附纸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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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全院综合性监测

B. I 监测对象  住院患者(监测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时可包括出院后一定时期内的患者)和医务

人员。

B. 2 监测内容(最小数据量要求)
B-2.1基本情况:监测月份、住院号、科室、床号、姓名、性别、年龄、人院日期、出院日期、住院天数、住

院费用、疾病诊断、疾病转归(治愈、好转、未愈、死亡、其他)、切口类型(清洁切口、清洁一污染切口、污染

切口)。

B. 2. 2 医院感染情况:感染日期、感染诊断、感染与原发疾病的关系(无影响、加重病情、直接死亡、间

接死亡)、医院感染危险因素(中心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使用呼吸机、气管插管、气管切开、使用肾上腺

糖皮质激素、放射治疗、抗肿瘤化学治疗、免疫抑制剂)及相关性、医院感染培养标本名称、送检日期、病

原体名称、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B. 2. 3 监测月份患者出院情况:按科室记录出院人数，按疾病分类记录出院人数，按高危疾病记录出

院人数，按科室和手术切口类型记录出院人数;或者同期住院患者住院日总数。

B. 3 监测方法  宜采用主动监测，感染控制专职人员主动、持续地对调查对象的医院感染发生情况进

行跟踪观察与记录。

B. 1 1 各医院应建立医院感染报告制度，临床科室医师应及时报告医院感染病例。

B. 3.2 各医院应制定符合本院实际的、切实可行的医院感染监测计划并付诸实施。

B. 3.3 专职人员应以查阅病历和临床调查患者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医院感染病例。

B. 3.4 医院感染资料的来源，包括以患者为基础和以实验室检查结果为基础的信息。

B. 4 资料分析

B. 4. 1 医院感染发病率

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一r"I躁黯黯鼎   (MIX) ft x 100 % (式B. 1)

    观察期间危险人群人数以同期出院人数替代。
B. 4.2 日医院感染发病率

            rt rgr Vk?? r--t, Yff. / trW Vt., } _观察期间内医院感染新发病例(例次)数、，，。。朋/ / -tl 。            日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升 f -J V:3淤黔尝德墨瑞终   V!j \ V U V\.,l -%A}1---1 I+n lQk- M-, =E. -4v I -I rO, " }.4 -&.I-   x I 000%o (式B. 2)
            曰件口.邸不、囚v，/必们十          同期住院患者住院日总数 ‘、‘”v“/UU 、热“‘川

B. 5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和上月医院感染发病率资料，对资料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监测中发现

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并向临床科室反馈监测结果和分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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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手术部位感染监测

C. I 监测对象  被选定监测手术的所有择期和急诊手术患者。

C. 2 监测内容

C. 2. 1基本资料  监测月份、住院号、科室、床号、姓名、性别、年龄、调查日期、疾病诊断、切口类型(清

洁切口、清洁一污染切口、污染切口)。

C. 2.2 手术资料  手术日期、手术名称、手术腔镜使用情况、危险因素评分标准(见表c I，包括手术持续

时间、手术切口清洁度分类、美国麻醉协会(ASA)评分(见表C 2)、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手术医师。

C. 2.3 手术部位感染资料  感染日期与诊断、病原体。
C. 3 监测方法

C. 11 宜采用主动的监测方法;也可专职人员监测与临床医务人员报告相结合;宜住院监测与出院监

测相结合。

C. 3.2 每例监测对象应填写手术部位感染监测登记表。

                                表C. 1 危险因素评分标准

危险因素 评分标准 分值

手术时间(h) <- 75百分位数 0

>75百分位数 1

切口清洁度 清洁、清洁一污染 0

污染 I

ASA评分 I、n 0

fli、W、v 1

表C. 2 ASA评分表

分级 分值 标 准

工级 1 健康。除局部病变外，无全身性疾病。如全身情况良好的腹股沟4m.

u级 2 有轻度或中度的全身疾病。如轻度糖尿病和贫血，新生儿和80岁以上老年人。

l级 3 有严重的全身性疾病，日常活动受限，但未丧失工作能力。如重症糖尿病。

IV级 4 有生命危险的严重全身性疾病，已丧失工作能力。

V级 5 病情危急，属紧急抢救手术。如主动脉瘤破裂等。

C. 4 资料分析

C. 4. 1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一脚 豁黯瓣藉纂馨丛垒塑X100%44MIZ Olt " Fkil# (式C. 1)
C. 4.2 不同危险指数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

某危险指数手术感染发病率违定韶馨赣豁霏磊黔影邀“00%
(式 C. 2)

C. 4.3

C. 4.3.

外科医师感染发病专率

  外科医师感染发病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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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外科医师感染发病专率一连鬓翟耀黯瓷募斋擎髦黯裂数x 100 YO(式C. 3)

C. 4.3.2 不同危险指数等级的外科医师感染发病专率

                  某医师不同危险指数感染发病专率“

-OEKNT-鼎藻橇摹瀑摹缥黔数   x 100 YoA KWF "A PAThl-, (式C. 4)

C. 4. 3. 3 平均危险指数

平均危险指数一E (Aul-I PM 416, ft Ai馨丢犁哩鲤
                                        寸-/卜 口u文盖 AW,个月

(式C. 5)

C. 4.3.4 医师调正感染发病专率

医师调正感染发病专率一瓢需黯黯箭颧 (式 C. 6)

C. 5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资料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监测中发现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

会，并向临床科室反馈监测结果和建议。



WS/T 312-2009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成人及儿童重症监护病房(ICU)医院感染监测

D. 1 ICU感染

    指患者在ICU发生的感染，即患者住进ICU时，该感染不存在也不处于潜伏期;患者转出ICU到

其它病房后，48h内发生的感染仍属ICU感染。
A 2 监测对象 ICU患者。

D. 3 监测内容

A 3. 1基本资料  监测月份、住院号、科室、床号、姓名、性别、年龄、疾病诊断、疾病转归(治愈、好转、

未愈、死亡、其他)。

D. 3.2 医院感染情况  感染日期、感染诊断、感染与侵入性操作相关性(中心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

使用呼吸机)、医院感染培养标本名称、送检日期、检出病原体名称、药物敏感结果。

D. 3.3 ICU患者日志  每日记录新住进患者数、住在患者数、中心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及使用呼吸
机人数、记录临床病情分类等级及分值(表D. D}

                                表D. I 临床病情分类标准及分值

分类级别 分值 分  类  标 准

A类 I分
需要常规观察，不需加强护理和治疗，(包括手术后只需观察的患者)。这类患者

常在48h内从ICU中转出。

B级 2分
病情稳定，但需要预防性观察，不需要加强护理和治疗的患者，例如某些患者因

需要排除心肌炎、心肌梗死以及因需要服药而在ICU过夜观察。

C级 3分
病情稳定，但需要加强护理和/或监护的患者，如昏迷患者或出现慢性肾衰的

患者。

D级 4分
病情不稳定，需要加强护理和治疗，需要经常评价和调整治疗方案的患者。如心

律不齐、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但尚未出现昏迷、休克、DIC) }

E级 5分
病情不稳定，且处在昏迷或休克状态，需要心肺复苏或需要加强护理治疗，并需

要经常评价护理和治疗效果的患者。

D. 4 监测方法

D. 4. 1宜采用主动监测，也可专职人员监测与临床医务人员报告相结合。

D. 4.2 填写医院感染病例登记表。

D. 4.3 每天填写ICU患者日志，见表D. 2.

D. 4.4 ICU患者各危险等级登记表，见表D. 3}

                                    表D. 2 ICU患者日志

  ICU科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综合、其他

监测月份: 年 月

日期 新住进患者数“ 住在患者数“ 留置导尿管患者数c 中心静脉插管患者数d 使用呼吸机患者数“

I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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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进患者数a 住在患者数“ 留置导尿管患者数c}中心静脉插管患者数d

            续表

使用呼吸机患者数”

29
-
30

31计一一一粉.
a:指当日新住进ICU的患者。

b:包括新住进和已住进ICU的患者。

c,d,e:均指当日使用的患者数。

f:为icli患者日志各项的累计。

D.4.5 临床病情等级评定  对当时住在ICTJ的患者按，6} I晦床病情分类标准及分值气表D. 1)进行病情

评定，每周一次(时间相对固定)，按当时患者的病情进行评定。每次评定后记录各等级(A,B,C,D及E

级)的患者数(见表D.3)。

                              表A 3 ICU患者各危险等级登记表

临床病情等级 分值 第 I周 第 2周 第 3周 第 4周

A I

B 2

c 3

D 4

E 5

D. 5 资料分析

D. 5. 1 病例感染发病率和患者日感染发病率

病例(例次，感染发病率一詹黯裂氰聂、100yo
患者(例次，日感染发病率一臀鬓耀臀x I 000yoo

(式 D. 1)

(式D. 2)

D. 5.2

D.5.2

器械使用率及其相关感染发病率

  器械使用率

尿道插管使用率一瞿黔霖警X100%
中心静脉插管使用率一餐黔鬃警XlOOYG

  呼吸机使用率疆鬓耀Hf}XlOO%m"MleAR H R
  总器械使用率一鬓疆耀耀X100%

(式 D. 3)

(式 D. 4)

(式D. 5)

(式D. 6)

D. 5.2.2 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

泌尿道插管相关泌尿道感染发病率一显魏馨馨曝爵巡x I 000y'o
血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病率一携黔瞿磊鄂豁毕x‘000yoo

(式 D. 7)

(式 D. 8)

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发病率一馨黯敲恕e ‘OOOYOO (式 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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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3 调整感染发病率

D. 5.3. 1 平均病情严重程度(分)

平均病情严重程度(分)一鲤嘿鬃黯蔷黯膺髦黔丝 (式 D. 10)

D.5.3.2 调整感染发病率

调整感染发病率1 4.11 (式D. 11)

A 6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资料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监测中发现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

会，并向临床科室反馈监测结果和分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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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新生儿病房医院感染监测

E. 1新生儿病房(包括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医院感染:发生在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感染。

E. 2 监测对象  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诊断和治疗的新生儿。

E. 3 监测内容
E. 3. 1 基本资料  住院号、姓名、性别、天数、出生体重(BW，分镇I 000g,l 001g-l 500g, I 501g-

2 500g,>2 500g四组。以下体重均指出生体重)。
E. 3.2 医院感染情况  感染日期、感染诊断、感染与侵人性操作相关性(脐或中心静脉插管、使用呼吸

机)、医院感染培养标本名称、送检日期、检出病原体名称、药物敏感结果。
E. 3.3 新生儿日志  按新生儿体重每日记录新住进新生儿数、住在新生儿数、脐或中心静脉插管及使

用呼吸机新生儿数。

E.4 监测方法

E. 4.了  宜采用主动监测;也可专职人员监测与临床医务人员报告相结合。

E. 4.2 新生儿发生感染时填写医院感染病例登记表。

E. 4.3 填写新生儿病房日志(表E. 1)和月报表(表E. 2) }

                                    表E. I 新生儿病房日志

  监测月份: 年 月

日期

BW毛1 o0og BW I 001g-l 5OOg BW I 501g-2 5OOg BW>2 5OOg

新
人
院
新
生
]L
数

已
住
新
生
)七
数
b

脐
/
中
心
静
脉
插
管
数

使
用
呼
吸
机
数
d

新
人
院
新
生
)七
数

已
住
新
生
JL
数
b

脐
/
中
i合
静
脉
插
管
数

使
用
呼
吸
机
数
d

新
人
院
新
生
)七
数

已一
住 一

新 l
生 I
儿 I

荆

一脐
} /
}中
! ‘廿

{静
}脉
}插
{管

一笋

使
用
呼
吸
机
数
d

新
人
院
新
生
)L
数

已
住
新
生
)L
数
b

脐
/
中
心
静
脉
插
管
数

使
用
呼
吸
机
数
d

I 1
2 一

一

30

31

合计

a:指当日新住进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新生儿数。

b:指当日住在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新生儿数，包括新住进和已住进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

  新生儿。

c:指当日应用该器械的新生儿数。若患者既置脐导管又置中心静脉导管，只记数一次。

d:指当日应用该器械的新生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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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 2 新生儿病房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月报表

监测时间: 年 月

体重组别(9) 新住进新生儿数 已经住进新生儿数 脐或中心静脉导管使用日数 使用呼吸机日数

簇1 000

1 001一1 500

1 501-2 500

>2 500

E. 5 资料分析

E.5.I 日感染发病率

不同体重组新。日感染发病率一蒜疆箭彝黔灌器级xl。。。貂式E. 1)
E. S. 2 器械使用率及其相关感染发病率

E. 5.2. 1 器械使用率

霜鸳翼viwmjfl掣一鱼嘿器爵黔曝瓷黔丝、10。%
不同体重组新、呼吸机使用率一嘿靡爵毅黔篡RAK H数   x loo yoIR Fi It

(式E.2)

(式 E. 3)

看翼群磐X一/T rp] f* 19 Wr t ) L 4 } A (t L W - 9-'& + n * If Q I UL M F J ft x 10 0 yoT, KPI MWMA4-}) Lit 9 Fl ft
(式E. 4)

E. 5.2.2 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

  豁f*IM)}iftrll瓢尘黑”匕王黯耀纂弩黯掣瓢黔护又1000%。
                                                                                (式E. 5)

  不同体重组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一粤黯戮黯罐粼黯二护xi 000yoo,T, Pif*jRMVTtJLfVUaTP##L FJ R
                                                                                (式E. 6)

E. 6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资料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监测中发现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

会，并向临床科室反馈监测结果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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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细菌耐药性监测

F. 1 细菌耐药性监测:监测临床分离细菌耐药性发生情况，包括临床上一些重要的耐药细菌的分离

率，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PDR-

AB)和泛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PDR-PA)，产超广谱压内酞胺酶(ESBLs)的革兰阴性细菌等。

F. 2 监测调查对象:临床标本分离的病原菌。

F. 3 监测内容:细菌，抗菌药物，药物敏感结果。

F. 4 监测方法:统计、分析微生物室分离的细菌和药物敏感结果。

F. 5 资料分析

F. 5. 1 不同病原体的构成比。

F. 5.2 主要革兰阳性细菌的构成比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F. 5.3 主要革兰阴性细菌的构成比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F. 5.4 MRSA占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构成比及分离绝对数，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F. 5.5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PDR-AB)和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PDR-PA)的构成比及绝对分离数。

F. 5.6 VRE占肠球菌属细菌的构成比及分离绝对数，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F. 5.7 革兰阴性细菌产ESBLs的构成比及分离绝对数，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F. 6 总结和反馈

    结合以往资料总结并公布监测结果，向临床医师和医院药事管理机构反馈。



WS/T 312-2009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医院感染患病率调查

G. 1 调查对象  指定时间段内所有住院患者。

G. 2 调查内容

G. 2. 1 基本资料  监测月份、住院号、科室、床号‘姓名、性别、年龄、调查日期、疾病诊断、切口类型(清

洁切口、清洁一污染切口、污染切口)。

G. 2.2 医院感染情况  感染日期、感染诊断、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动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使用呼吸

机、气管插管、气管切开、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放射治疗、抗肿瘤化学治疗、免疫抑制剂)及相关性、医

院感染培养标本名称、送检日期、检出病原体名称。

G. 2.3 按科室记录应调查人数与实际调查人数。

. 3 调查方法

G. 3. 1 应制定符合本院实际的医院感染患病率调查计划，培训调查人员。

. 3.2 应以查阅运行病历和床旁调查患者相结合的方式调查。

G. 3.3 填写医院感染患病率调查表。

G. 3.4 每病区(室)填写床旁调查表。

G. 4 资料分析

G. 4.】 医院感染患病率

医院感染患病率一鬓暴豁黯黯豁黯镶x‘。。% (式 G. 1)

G. 4.2 实查率

实查率一曝豁豁鬓XIOOYO (式G. 2)

G. 5 总结和反馈  结合历史同期资料进行总结分析，提出调查中发现问题，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

会，并向临床科室反馈调查结果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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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临床抗菌药物使用调查

H. 1 目的:调查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促进抗菌药物的临床合理应用，预防耐药菌的产生。

H. 2 调查对象住院(出院)病历和门诊处方。

H. 3 调查内容

H. 3. 1基本资料  调查日期、住院号、科室、床号、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疾病诊断、切口类型(清洁切

口、清洁一污染切口、污染切口)。

H. 3.2 使用抗菌药物资料  感染诊断(全身感染、局部感染、无感染)，用药方式(全身、局部)，用药目

的(治疗用药、预防用药、预防加治疗用药)，联合用药(单用、二联、三联、四联及以上)，细菌培养结果，使

用抗菌药物名称，使用日剂量，用药天数，给药途径(口服、肌内注射、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其他)。

H.4 调查方法

H. 4. 1可采用普查和抽样调查方法，调查某日或某时间段住院(出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H. 4.2 宜采用专职人员与临床医师和临床药师共同调查出院病历、运行病历或门诊处方。

H. 5 资料分析

H. 5. 1 出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出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一*ffi&MM*最一K数 X100yoim. -} It we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一tw_镐纂t影遨 X100yoiy-9-LfJ*lvKft
每千住院日某抗菌药物的DDD频数

(式 H. 1)

H.5.2

(式 H. 2)

H. 5.3

每千住院日某抗菌药物的DDD频数ft弩t鬓DD Oft X I 000yo oJW itil R F1 ft (式 H. 3)

H. 5.4 治疗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二、。。。、，北、、*。卜_治疗使用抗菌药物患者数、，、。/          治疗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警瓮瓷髻尝墨聋裂晋暴尝x 100%        1" 114二，14 JJL 104 =}) IVJ。二卜。总的使用抗菌药物患者数‘、‘““/日
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

        二、,k*- 14-, M +-- -,-I- -,' k 9,1. +,f, }Al Lt, -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患者数、，，n八。/        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构成比二.LY兴{耀篡婴鬓琴豁黔璧蜚黔x loo%      ，。，工、，14 V L P'A;t}U -W4'J。二、 总的使用抗菌药物患者数‘、‘””/U
门诊处方抗菌药物使用率

(式H. 4)

H.5.5

(式H. 5)

H. 5.6

门诊处方抗菌药物使用率一使压耀篡黯毕又100yo (式 H. 6)

H. 6 总结和反馈

    抗菌药物调查资料应及时进行总结和反馈，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实

施后再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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