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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住院患者医院感染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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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精神病住院患者医院感染发病情况，并探讨干预措施及效果。方法回顾性调查分析2009—2011年某精神

卫生中心住院患者病历资料。结果2 715例精神病住院患者，115例发生医院感染；2009、2010、2011年医院感

染率分别为6.77%、3.70%、2.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年期间急性病区与慢性病区总体感染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占48.70%）居首位；季节分布以夏秋季（占71.30%）较

多。结论针对精神病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特点及易感因素，实施一系列干预措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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