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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现状

张振兰，姚绍敏，王　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３１）

［摘　要］　目的　了解综合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现状，对感染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以便针对性地采取预

防措施，降低医院感染率。方法　采取回顾性调查方法，对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某院精神科住

院的５４３２例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５４３２例患者共发生医院感染４３８例、５１４例次，医院感染率

和例次率分别为８．０６％、９．４６％；医院感染部位以上呼吸道（６８．２９％）为主，其次为下呼吸道（１２．０６％）和胃肠道

（９．９２％）等。不同原发疾病患者间医院感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０２．２９，犘＜０．００１），其中以酒精性精神

病患者医院感染率（２３．４０％）最高；季节分布，以冬季医院感染率和例次率最高，分别为１１．８２％（１５１例）、１４．０２％

（１７９例次），冬季上呼吸道感染占上呼吸道感染总例数的４０．７４％（１４３／３５１）；不同管理方式病区的医院感染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５９．５８，犘＜０．００１），其中封闭式男病区感染率（１２．８３％）最高。结论　综合医院精神科医

院感染率较高，应根据季节变化、原发疾病易感性及不同的管理方式，采取针对性的感染控制措施，有效预防和控

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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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与综合科室及精神疾

病专科医院住院患者有所差异，其精神疾病以外的

躯体疾病因素影响较多。为了解本院精神科住院患

者医院感染的现状及感染相关因素，有效预防和控

制医院感染的发生，笔者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在本院精

神科住院的５４３２例患者的医院感染情况进行调

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收集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３１日在本院精神科住院的５４３２例患者的病

历资料、医院感染报告卡和医院感染分类资料。以

２００１年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

为依据，确定医院感染及其分类；《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ＣＣＭＤ３）作为精神疾病分类与诊

断的标准。

１．２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法，查阅５４３２例患者

的全部病历资料及医院感染病例报告卡，对患者医

院感染率、例次感染率、医院感染部位分布、不同精

神疾病患者医院感染情况、医院感染的季节性特点

及医院感染的病区分布等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各年度医院感染率　５４３２例患者共发生医

院感染４３８例，５１４例次，医院感染率和例次率分别

为８．０６％、９．４６％。各年度医院感染率见表１。

表１　各年度医院感染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ｏｆｅａｃｈｙｅａｒ

年份 例数 感染例数 感染率（％） 感染例次数 感染例次率（％）

２００９ １７５８ １４４ ８．１９ １６４ ９．３３

２０１０ １７３９ １４１ ８．１１ １６５ ９．４９

２０１１ １９３５ １５３ ７．９１ １８５ ９．５６

合计 ５４３２ ４３８ ８．０６ ５１４ ９．４６

２．２　不同精神疾病患者医院感染情况　不同原发

精神疾病患者间医院感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１０２．２９，犘＜０．００１），以酒精性精神病患者医

院感染率最高，达２３．４０％。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精神疾病患者医院感染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ＨＡＩｒａｔ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原发疾病 例数 感染例数 感染率（％） 感染例次数 感染例次率（％）

心境障碍 ３１４７ １９２ ６．１０ ２２８ ７．２４

精神分裂症 １３２５ １２８ ９．６６ １４６ １１．０２

器质性精神障碍 ２２３ ３６ １６．１４ ４５ ２０．１８

酒精性精神病 １８８ ４４ ２３．４０ ５５ ２９．２６

神经症 ３３６ ２０ ５．９５ ２２ ６．５５

其他 ２１３ １８ ８．４５ １８ ８．４５

合计 ５４３２ ４３８ ８．０６ ５１４ ９．４６

２．３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医院感染部位以上呼吸

道为主，占６８．２９％；其次为下呼吸道（１２．０６％）和

胃肠道（９．９２％）等。详见表３。

２．４　发生医院感染的季节分布　冬季医院感染发

生率和例次率最高，分别为１１．８２％（１５１例）、

１４．０２％（１７９例次）；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占上呼

吸道感染总例数的４０．７４％（１４３／３５１）。医院感染

的季节性分布见表４。

表３　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犜犪犫犾犲３　Ｓｉｔ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

感染部位 感染例次 构成比（％）

上呼吸道 ３５１ ６８．２９

下呼吸道 ６２ １２．０６

胃肠道 ５１ ９．９２

泌尿道 １８ ３．５０

皮肤软组织 ９ １．７５

口腔 ４ ０．７８

其他 １９ ３．７０

合计 ５１４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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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医院感染发生的季节分布

犜犪犫犾犲４　Ｓｅａｓ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

季节 例数 感染率（％，例数） 感染例次率（％，例数）
感染部位（例）

上呼吸道 下呼吸道 胃肠道 泌尿道 其他

春 １３１３ ７．０８（９３） ８．０７（１０６） ７６ １５ ９ ３ ３

夏 １５１１ ６．４９（９８） ７．８１（１１８） ６３ １７ １６ ８ １４

秋 １３３１ ７．２１（９６） ８．３４（１１１） ６９ １５ １４ ４ ９

冬 １２７７ １１．８２（１５１） １４．０２（１７９） １４３ １５ １２ ３ ６

合计 ５４３２ ８．０６（４３８） ９．４６（５１４） ３５１ ６２ ５１ １８ ３２

２．５　不同管理方式病区的医院感染率　不同管理

方式病区的医院感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５９．５８，犘＜０．００１），封闭式男病区医院感染率最高，

达１２．８３％。见表５。

表５　不同管理方式病区的医院感染率

犜犪犫犾犲５　ＨＡＩｒａｔ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ｗａｒｄ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ｓ

　　管理方式 例数 感染例数 感染率 （％）

开放式管理病区 ２３７５ １５７ ６．６１

封闭式管理男病区 １４４２ １８５ １２．８３

封闭式管理女病区 １６１５ ９６ ５．９４

合计 ５４３２ ４３８ ８．０６

３　讨论

综合医院精神科与专科精神病院的医院感染率

存在差异。本组５４３２例患者的医院感染率和例次

率分别为８．０６％、９．４６％，高于国内文献报道的精

神病专科医院（３．８％）及综合医院的医院感染率

（５．７４％）
［１－２］。

不同精神疾病患者间，以酒精性精神病患者的

医院感染率（２３．４０％）最高，其次为器质性精神病患

者（１６．１４％），与国内相关文献报道
［３］一致。酒精性

精神病患者长期大量饮酒，导致躯体各系统脏器的

慢性损害，并对自身免疫力造成损害［４］；器质性精神

障碍患者，其本身具有器质性损害，且常合并意识障

碍、谵妄、行为紊乱、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及摄入不

足等，上述因素导致此两种精神疾病患者的医院感

染率较高。

医院感染部位以上呼吸道居首位，其次是下呼

吸道和胃肠道等。精神病住院患者呼吸道和胃肠道

医院感染率较高，可能与精神病的治疗手段有关。

精神病住院患者多采用群体封闭式管理，且住院时

间较长，较易发生交叉感染；同时，抗精神病药物有

较强的镇静作用，可抑制呼吸道纤毛运动功能，使患

者咳嗽、吞咽反射功能减弱，从而增加呼吸道感染的

概率［５］；多数抗精神病药物可抑制胃肠道运动，甚至

导致便秘，使用缓泻剂会削弱胃肠道的抵抗力，或直

接导致胃肠道菌群紊乱而增加感染机会；另外，部分

慢性精神病患者生活懒散、不注意个人及饮食卫生，

均可增加胃肠道感染的风险。

医院感染发生的季节以冬季感染率（１１．８２％）

最高，冬季感染部位以上呼吸道为主，占上呼吸道感

染总例数的４０．７４％。分析原因为：冬季天气寒冷，

病区多关闭门窗，环境中空气流通欠佳；加之生活空

间限制，运动不足和抵抗力差等易导致上呼吸道感

染及病原菌的传播。

封闭式管理男病区医院感染率较高，是由于封

闭式管理男病区收治酒精性精神病患者较多，该类

患者多伴有脏器及免疫力损害；同时，该病区患者吸

烟、生活懒散和被动，导致医院感染率增高［６］。

综合医院精神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率较高，且

具有其特殊性，提示应根据季节变化、原发疾病易感

性及不同的管理方式，早期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降

低和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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