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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某院医院感染现状，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提供依据。方法对该院2010—2012年收治的住院患者进

行医院感染监测回顾性分析。 结果3年实查住院患者174 966例，发生医院感染3 025例次，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

为1.73%。其中2010年医院感染例次发病率为2.15%（1 204例次），2011年为1.63%（971例次），2012年为

1.43%（850例次），2010—2012年医院感染发病率逐年下降。医院感染发病率最高的科室为心胸外科

（14.12%），其次为肝病科（5.44%）、神经外科（4.43%）等；感染部位按感染率由高至低排列依次为下呼吸

道（39.97%）、上呼吸道（28.99%）、胃肠道（9.12%）、泌尿道（5.29%）等。感染病原菌主要为大肠埃希

菌（20.21%），其次为铜绿假单胞菌（15.66%）、肺炎克雷伯菌（12.38%）等。 结论应针对医院感染的高发

科室、高发部位及检出率较高的病原菌，重点开展目标性监测，尤其要加强对呼吸道感染的预防控制及医务人员的

持续培训，增强无菌操作意识，提高手卫生依从性，以有效预防和控制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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