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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基于犑狅犻狀狆狅犻狀狋回归模型的犐犆犝医院感染变化趋势分析

陈音汁，涂载澜，周明川，叶和梅，钟　贞，成　燕，刘小艳，侯章梅

（重庆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重庆市人民医院医院感染控制处，重庆　４０１１４７）

［摘　要］　目的　基于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模型分析１２年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医院感染监测情况，并评估医疗保健相

关感染（ＨＡＩ）发病率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某三级甲等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ＩＣＵ患者，进

行前瞻性 ＨＡＩ监测，并分析 ＨＡＩ发病率变化趋势及与手卫生用品消耗量、医院感染管理控制措施的相关性。

结果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纳入ＩＣＵ监测患者６９２９例，发生 ＨＡＩ５４３例，６５５例次，ＨＡＩ发病率为７．８４％，例次发病率

为９．４５％，平均病情严重程度为３．６２，调整 ＨＡＩ发病率为２．１７％。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ＡＰ）、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

（ＣＡＵＴＩ）、中央导管相关血流感染（ＣＬＡＢＳＩ）日发病率分别为６．１９‰、３．４５‰、１．２３‰。手卫生用品消耗量为

１２２．９８ｍＬ／床日，手卫生依从率为９０．６３％，手卫生正确率为９０．４６％。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 ＨＡＩ发病率（５１．２９％ ＶＳ

４．３９％）、例次发病率（７２．４１％ ＶＳ４．９４％）、调整发病率（１５．９８％ ＶＳ１．０４％）、ＶＡＰ日发病率（２２．５０‰ ＶＳ４．３３‰）、

ＣＡＵＴＩ日发病率（１４．２３‰ ＶＳ１．６４‰）、ＣＬＡＢＳＩ日发病率（１０．６０‰ ＶＳ０．２０‰）均明显下降（均犘＜０．０５），手卫生

用品消耗量（７５．１６ｍＬ／床日 ＶＳ１４７．３５ｍＬ／床日）、手卫生正确率（８５．００％ ＶＳ９０．２８％）均明显增加（犘＜０．０５）。

共检出病原体１９４６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占比有所增加（１．３０％ ＶＳ９．５７％），真菌占比有所降低（１１．０４％ ＶＳ

１．７４％）；手卫生用品床日消耗量与 ＨＡＩ发病率、ＨＡＩ例次发病率及ＣＡＵＴＩ、ＣＬＡＢＳＩ日发病率呈负相关（均犘＜

０．０５）；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及医院感染管理纳入绩效考核能降低 ＨＡＩ相关发病率（犘＜０．０５）。结论　ＨＡＩ相

关发病率呈下降趋势，医务人员手卫生管理、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上线及医院感染管理纳入绩效考核等科学、综

合的医院感染防控管理措施可降低 ＨＡＩ相关发病率，促进医疗质量的提升。

［关　键　词］　医院感染；感染预防与控制；手卫生；重症监护病房；呼吸机相关肺炎；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

中央导管相关血流感染；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８１．３＋２

犜狉犲狀犱犮犺犪狀犵犲狊狅犳犺犲犪犾狋犺犮犪狉犲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狏犲犮犪狉犲狌狀犻狋：犪狀

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犑狅犻狀狆狅犻狀狋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犳狉狅犿２０１２狋狅２０２３

犆犎犈犖犢犻狀狕犺犻，犜犝犣犪犻犾犪狀，犣犎犗犝犕犻狀犵犮犺狌犪狀，犢犈 犎犲犿犲犻，犣犎犗犖犌犣犺犲狀，犆犎犈犖犌犢犪狀，

犔犐犝 犡犻犪狅狔犪狀，犎犗犝 犣犺犪狀犵犿犲犻 （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 犎犲犪犾狋犺犮犪狉犲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犐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犆狅狀狋狉狅犾，

犆犺狅狀犵狇犻狀犵犌犲狀犲狉犪犾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犆犺狅狀犵狇犻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犆犺狅狀犵狇犻狀犵４０１１４７，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Ｉ）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

（ＩＣＵ）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２ｙｅａ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ｆａｃ

ｔｏｒｓｏｆＨＡＩ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犕犲狋犺狅犱狊　ＩＣ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ａ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ＨＡＩ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ＨＡ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Ｆｒｏｍ２０１２ｔｏ

２０２３，６９２９ＩＣ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５４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６５５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ＨＡＩ，ｗｉｔ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ｃ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ｂｅｉｎｇ７．８４％ａｎｄ９．４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ａｓ３．６２，

·７５６·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５月第２４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５Ｍａｙ２０２５



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ＨＡＩ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ｗａｓ２．１７％．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ＶＡＰ），ｃａｔｈｅ

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ＴＩ），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ＡＢＳＩ）ｗｅｒｅ

６．１９‰，３．４５‰，ａｎｄ１．２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ａｓ１２２．９８ｍＬ／ｂｅｄｄａｙ．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ａｔｅｏｆ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ｗｅｒｅ９０．６３％ａｎｄ９０．４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２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５１．２９％ｖｓ４．３９％），ｃ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７２．４１％ｖｓ４．９４％），ｔｈ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

（１５．９８％ ｖｓ１．０４％），ｄａｉｌ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Ｐ （２２．５０‰ ｖｓ４．３３‰），ｄａｉｌ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ＵＴＩ（１４．２３‰ ｖｓ

１．６４‰），ａｎｄｄａｉｌ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ＬＡＢＳＩ（１０．６０‰ｖｓ０．２０‰）ａｌ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ｌｌ犘＜０．０５）．Ｂｏｔｈ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７５．１６ｍＬ／ｂｅｄｄａｙｖｓ１４７．３５ｍＬ／ｂｅｄｄａｙ）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ａｔｅｏｆ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

（８５．００％ｖｓ９０．２８％）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ｏｔｈ犘＜０．０５）．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９４６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１．３０％ｖｓ９．５７％）ａｎｄ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ｎｇｉ

（１１．０４％ｖｓ１．７４％）．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ＨＡＩ，ｔｈｅｃ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ＵＴＩａｎｄＣＬＡＢＳＩ（ａｌｌ犘＜０．０５）．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ｎｇＨＡ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ＨＡ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ｕｌ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ＨＡＩｒｅｌａ

ｔ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犘＜０．０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ＨＡＩ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ＨＡＩ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

ｌｉｎｅＨＡ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ＨＡ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ａｎ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ＨＡＩ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随着医疗诊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口老龄化程

度不断增高，以及疾病谱改变，医疗保健相关感染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Ｉ）已成为医疗

机构重要的质量控制环节和卫生负担［１２］。重症监

护病房（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ＩＣＵ）是医院感染发生

风险较高的科室，研究［３］显示，３０％的 ＨＡＩ发生在

ＩＣＵ，明显增加患者住院时间和病死率。全球各国

均提倡对ＩＣＵ患者进行 ＨＡＩ目标监测，即主动监

测呼吸机相关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

ｎｉａ，ＶＡＰ）、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ＴＩ）、中央导管相

关血流感染（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ＡＢＳＩ），针对ＩＣＵ高风险导管置管人群

开展医院感染及风险因素监测，是前瞻性主动参与、

掌握患者 ＨＡＩ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的过程
［４６］。本

研究回顾性分析某三级甲等医院综合ＩＣＵ连续１２年

开展器械相关目标监测、ＨＡＩ感染病原体监测的结

果及相关影响因素，使用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方法分析

ＨＡＩ发病率变化趋势，以期制定更加完善的综合防

控措施，减少医院感染发生，现将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选取重庆某三级甲等医院２０１２年

１月—２０２３年１２月综合ＩＣＵ住院时间≥２ｄ的患

者为研究对象。该院综合ＩＣＵ历经１２年发展后，

床位数已由１０张扩增到３１张，目前有医生１７名，

护士５３名，保洁人员２名，收治患者主要为急症、重

症、危症患者，以重症感染、重症外伤、多器官功能衰

竭等患者为主。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监测方法　医院感染控制处医院感染监控

专职人员按照《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规范》《血管导管相关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２０２１年

版）》《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及《医院感染监测标准》［７１０］

要求，与ＩＣＵ医护人员共同制定ＩＣＵ 前瞻性医院

感染监测计划，制定工作制度、流程及进行全员培

训。同时参考《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要求对ＩＣＵ

各类医务人员进行手卫生依从性监测，并在２０１９年

采用“感控工作间”手机 ＡＰＰ进行医务人员手卫生

依从性监测，统计ＩＣＵ洗手液和速干手消毒剂（统

称为手卫生用品）消耗量，统计每床日手卫生用品消

耗量并纳入质量控制进行质量管理。

１．２．２　监测指标　包括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平均

病情严重程度评分、ＨＡＩ调整发病率、器械相关使用

率、器械相关感染（ＶＡＰ、ＣＡＵＴＩ、ＣＬＡＢＳＩ）日发病率、

手卫生依从率、手卫生用品消耗量（ｍＬ／床·日）、

ＨＡＩ患者感染病原体检出情况。

·８５６·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５月第２４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５Ｍａｙ２０２５



１．３　统计分析　从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及ＩＣＵ

前瞻性监测日志导出相关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２５．０和

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５．１．０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２ 检验、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采用趋势χ

２ 检验验

证率或百分率趋势变化，采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进

行手卫生用品消耗量与ＨＡＩ发病率间相关性比较，

采用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进行 ＨＡＩ发病率变化趋势检验

及寻找连接。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ＩＣＵ患者基本情况　共纳入６９２９例患者，其

中男性３５４１例（５１．１０％），女性３３８８例（４８．９０％），

年龄２１～１０４岁，发生 ＨＡＩ５４３例，６５５例次，ＨＡＩ

发病率为７．８４％，例次发病率为９．４５％，平均病情

严重程度为３．６２，调整 ＨＡＩ发病率为２．１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 ＨＡＩ发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

ＨＡＩ发病率由５１．２９％下降至４．３９％，例次发病率由

７２．４１％下降至４．９４％，调整发病率由１５．９８％下降

至１．０４％。

２．２　器械使用及相关感染情况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呼吸

机使用率由８３．８８％降至５４．４９％（χ
２
趋势＝１３７９．９８９，

犘＜０．００１），导尿管插管使用率由９８．１５％降至

８９．８６％ （χ
２
趋势＝５８４．５５２，犘＜０．００１），中心静脉导

管置管使用率由２８．５０％上升至７４．５９％（χ
２
趋势＝

８７３１．５５４，犘＜０．００１）。ＶＡＰ日发病率由２２．５０‰

降至４．３３‰，ＣＡＵＴＩ日发病率由１４．２３‰降至

１．６４‰，ＣＬＡＢＳＩ日发病率由１０．６０‰降至０．２０‰。

见表１。

表１　ＩＣＵ患者器械使用及相关感染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Ｄｅｖｉ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年份

住院

日数

（ｄ）

呼吸机

使用日数

（ｄ）

使用率

（％）

ＶＡＰ

例数

日发病率

（‰）

导尿管置管

使用日数

（ｄ）

使用率

（％）

ＣＡＵＴＩ

例数

日发病率

（‰）

中心静脉导管置管

使用日数

（ｄ）

使用率

（％）

ＣＬＡＢＳＩ

例数

日发病率

（‰）

２０１２年 ２６４９ ２２２２ ８３．８８ ５０ ２２．５０ ２６００ ９８．１５ ３７ １４．２３ ７５５ ２８．５０ ８ １０．６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８９２ １９８４ ６８．６０ ２２ １１．０９ ２３３７ ８０．８１ ９ ３．８５ ４４４ １５．３５ ２ ４．５０

２０１４年 ２７４６ １６８９ ６１．５１ １２ ７．１０ ２０６３ ７５．１３ ２０ ９．６９ ５３１ １９．３４ ２ ３．７７

２０１５年 ２３５０ １８１８ ７７．３６ １０ ５．５０ １９８２ ８４．３４ １２ ６．０５ ６５７ ２７．９６ ４ ６．０９

２０１６年 ２９６８ ２６１４ ８８．０７ １１ ４．２１ ２７３７ ９２．２２ １２ ４．３８ ８０６ ２７．１６ ３ ３．７２

２０１７年 ２８３４ ２５１４ ８８．７１ １０ ３．９８ ２７４８ ９６．９７ ９ ３．２８ ６３８ ２２．５１ １ １．５７

２０１８年 ２４２２ ２１１１ ８７．１６ ７ ３．３２ ２３８０ ９８．２７ １４ ５．８８ ４８７ ２０．１１ ２ ４．１１

２０１９年 ２１４０ １９１０ ８９．２５ ９ ４．７１ ２０８７ ９７．５２ １０ ４．７９ ６７５ ３１．５４ １ １．４８

２０２０年 ４９２３ ３１７５ ６４．４９ １６ ５．０４ ４７７８ ９７．０５ ６ １．２６ ３０４４ ６１．８３ １ ０．３３

２０２１年 ５３０２ ３３７０ ６３．５６ １６ ４．７５ ５２０３ ９８．１３ ６ １．１５ ４２６１ ８０．３７ ０ ０

２０２２年 ６３８３ ３５６６ ５５．８７ １１ ３．０８ ６１７４ ９６．７３ ８ １．３０ ４５９８ ７２．０４ ２ ０．４３

２０２３年 ６７８６ ３６９８ ５４．４９ １６ ４．３３ ６０９８ ８９．８６ １０ １．６４ ５０６２ ７４．５９ １ ０．２０

合计 ４４３９５ ３０６７１ ６９．０９ １９０ ６．１９ ４１１８７ ９２．７７ １５３ ３．７１ ２１９５８ ４９．４６ ２７ １．２３

２．３　前瞻性ＨＡＩ感染病原体检出情况　５４３例医

院感染患者中，检出病原体１９４６株。居前３位的

病原体依次为铜绿假单胞菌（２５２株，１２．９５％）、鲍

曼不动杆菌（２３１株，１１．８７％）、肺炎克雷伯菌（２２８

株，１１．７２％），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鲍曼不动杆菌、

肠球菌属构成比呈上升趋势，真菌构成比呈下降趋

势。见表２。

·９５６·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５月第２４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５Ｍａｙ２０２５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ＩＣＵＨＡＩ主要病原体分布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ＨＡＩｉｎＩＣＵ，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份

铜绿假单胞菌

株数
构成比

（％）

鲍曼不动杆菌

株数
构成比

（％）

肺炎克雷伯菌

株数
构成比

（％）

大肠埃希菌

株数
构成比

（％）

肠球菌属

株数
构成比

（％）

黏质沙雷菌

株数
构成比

（％）

金黄色葡萄球菌

株数
构成比

（％）

真菌

株数
构成比

（％）

２０１２年（狀＝１５４） １８ １１．６９ １８ １１．６９ ２０ １２．９９ １０ ６．４９ １１ ７．１４ ９ ５．８４ ２ １．３０ １７ １１．０４

２０１３年（狀＝１７１） ３９ ２２．８１ ２３ １３．４５ ３０ １７．５４ １５ ８．７７ ９ ５．２６ １１ ６．４３ ８ ４．６８ １２ ７．０２

２０１４年（狀＝３０２） ３５ １１．５９ ３０ ９．９３ ３３ １０．９３ １９ ６．２９ ２０ ６．６２ ９ ２．９８ ５ １．６６ ２４ ７．９５

２０１５年（狀＝２１５） ２２ １０．２３ ２１ ９．７７ １９ ８．８４ ２３ １０．７０ １７ ７．９１ １２ ５．５８ ７ ３．２６ １９ ８．８４

２０１６年（狀＝２０７） ３１ １４．９８ ２０ ９．６６ １９ ９．１８ ２０ ９．６６ ２０ ９．６６ ９ ４．３５ ７ ３．３８ １０ ４．８３

２０１７年（狀＝１８５） ２６ １４．０５ ２０ １０．８１ １８ ９．７３ ４ ２．１６ １１ ５．９５ ４ ２．１６ ５ ２．７０ １４ ７．５７

２０１８年（狀＝１６４） １５ ９．１５ １０ ６．１０ １２ ７．３２ ６ ３．６６ ４ ２．４４ １２ ７．３２ ２ １．２２ １１ ６．７１

２０１９年（狀＝１３２） １６ １２．１２ １０ ７．５８ ６ ４．５５ ７ ５．３０ ８ ６．０６ ７ ５．３０ ３ ２．２７ １２ ９．０９

２０２０年（狀＝９９） １０ １０．１０ ２５ ２５．２５ １３ １３．１３ １２ １２．１２ ３ ３．０３ ２ ２．０２ ２ ２．０２ ８ ８．０８

２０２１年（狀＝７２） １１ １５．２８ １２ １６．６７ １１ １５．２８ ３ ４．１７ ６ ８．３３ １ １．３９ ４ ５．５６ ３ ４．１７

２０２２年（狀＝１３０） １７ １３．０８ ２３ １７．６９ ３３ ２５．３８ ６ ４．６２ ２ １．５４ ４ ３．０８ ７ ５．３８ １ ０．７７

２０２３年（狀＝１１５） １２ １０．４３ １９ １６．５２ １４ １２．１７ １１ ９．５７ ４ ３．４８ ３ ２．６１ １１ ９．５７ ２ １．７４

合计（狀＝１９４６） ２５２ １２．９５ ２３１ １１．８７ ２２８ １１．７２ １３６ ６．９９ １１５ ５．９１ ８３ ４．２７ ６３ ３．２４ １３３ ６．８３

２．４　手卫生情况　监测ＩＣＵ医务人员（含医生、护

士、实习生、进修生、工勤人员）手卫生时机３３４１次，

其中实施手卫生３０２８次，正确实施手卫生２７３９次，

手卫生依从率为９０．６３％，手卫生正确率为９０．４６％。

手卫生用品消耗量为１２２．９８ｍＬ／床·日，从２０１２年

７５．１６ｍＬ／床·日上升至２０２３年１４７．３５ｍＬ／床·日

（狋＝１０．８５１，犘＜０．００１）。手卫生依从率从２０１２年

８９．２９％下降至２０２３年８４．５９％（χ
２
趋势＝６４．３６５，犘＜

０．００１），手卫生正确率从２０１２年８５．００％上升至

２０２３年９０．２８％（χ
２
趋势＝８．０３３，犘＝０．００５），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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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ＩＣＵ医务人员手卫生执行情况及手卫生用品消耗量变化趋势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ｂｙ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ＩＣＵ，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２．５　手卫生情况与 ＨＡＩ相关发病率相关性分析　

将手卫生用品床日消耗量、手卫生依从率、手卫生正

确率与 ＨＡＩ发病率、ＨＡＩ例次发病率、调整 ＨＡＩ

例次发病率及 ＶＡＰ、ＣＡＵＴＩ和ＣＬＡＢＳＩ日感染发

病率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发现手卫生用品床日

消耗量与 ＨＡＩ发病率、ＨＡＩ例次发病率及ＣＡＵ

ＴＩ、ＣＬＡＢＳＩ日感染发病率呈负相关（均犘＜０．０５），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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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手卫生情况与医院感染相关发病率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ｈ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ａｎｄＨＡＩ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ＨＡＩ指标
手卫生用品床日消耗量

狉 犘

手卫生依从率

狉 犘

手卫生正确率

狉 犘

ＨＡＩ发病率 －０．６６１ ０．０１９ ０．１８７ ０．５６１ －０．４６６ ０．１２６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 －０．６２８ ０．０２９ ０．１３７ ０．６７２ －０．４６９ ０．１２４

调整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 －０．５２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８ ０．９３０ －０．４６１ ０．１３１

ＶＡＰ日发病率 －０．４３４ ０．１５８ －０．００５ ０．９８７ －０．５１６ ０．０８６

ＣＡＵＴＩ日发病率 －０．７４４ ０．００５ ０．３１５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７ ０．３１６

ＣＬＡＢＳＩ日发病率 －０．８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３６１ ０．２４８ －０．４０７ ０．１８９

２．６　使用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分析监测数据　用Ｊｏｉｎ

ｐｏｉｎｔ回归分析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 ＨＡＩ发病率和器械

相关感染发病率变化趋势，ＨＡＩ发病率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

回归分析选择ＨＡＩ例次发病率作为因变量，年份作

为自变量，ＨＡＩ发病率、多次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作为

副变量进行分析，发现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明显下降

（ＡＰＣ＝－１８．２６，犘＜０．０５），ＨＡＩ发病率明显下降

（ＡＰＣ＝－１７．５１，犘＜０．０５），多次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

无明显趋势变化。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

回归分析选择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作为因变量，年

份作为自变量，ＶＡＰ、ＣＡＵＴＩ、ＣＬＡＢＳＩ日发病率作

为副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呈明

显下降趋势（ＡＰＣ＝－１６．８１，犘＜０．０５），其中ＶＡＰ发

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ＡＰＣ＝－３９．２１，犘＜０．０５），

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点在２０１５年；ＣＡＵＴＩ发病率呈下降

趋势（ＡＰＣ＝－１７．７０，犘＜０．０５），ＣＬＡＢＳＩ发病率

未出现明显趋势。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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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为 ＨＡＩ趋势合并效用模型；Ｂ为器械相关感染发病率趋势合并效用模型；Ｃ为ＶＡＰ趋势效用；红色点代表不同年

份相应感染发病率，曲线代表通过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对红色点进行拟合模式，曲线前后段颜色变化说明变化点即存在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

点；表示在α＝０．０５检验效能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图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 ＨＡＩ发病率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分析

犉犻犵狌狉犲２　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２．７　实施医院感染监测系统及将医院感染管理纳

入绩效考核对监测数据的影响　２０１３年３月，该院

开始使用杏林实时监测系统，数据监测采用实时系

统监测及网络化上报，并据此对全院医务人员进行

大规模培训及考核；２０２１年３月，该院将医院感染

管理纳入医疗质量控制体系，实行绩效考核。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ＨＡＩ发病率曲线图显示，两个节点

ＨＡＩ发病率呈下降趋势。月份作为自变量，ＨＡＩ发

病率、多次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作为副变量进行分析，

见图３。据此，对这２个时间段选取３６个月每月数

据进行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分析，发现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

在２０１３年３月和２０２１年３月，存在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点，

提示前后对比差距明显（犘＜０．０５），表明使用医院

感染监测系统及将医院感染管理纳入绩效考核，

ＨＡＩ相关发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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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 ＨＡＩ相关发病率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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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为从２０１３年１月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趋势合并效用模型；Ｂ为从２０１９年１月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趋势合并效用模型；红

色点代表不同年份相应发病率，曲线代表通过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对红色点进行拟合模式，曲线前后段颜色变化说明变化点即存在

ｊｉｏｎｐｏｉｎｔ点；代表在α＝０．０５检验效能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４　３６个月 ＨＡＩ例次发病率折线图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

犉犻犵狌狉犲４　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ｔｏｆ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ｃ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ＡＩｉｎ３６ｍｏｎｔｈｓ

３　讨论

ＨＡＩ是主要的公共卫生负担，《ＷＨＯ全球感

染预防与控制报告（２０２２）》显示多达３０％的ＩＣＵ患

者可能会发生 ＨＡＩ，低收入国家的 ＨＡＩ发病率比

高收入国家高２～２０倍
［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欧洲疾

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统计显示，欧盟地区每年发生

４５０万例 ＨＡＩ
［１１］，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估计，

每３１例住院患者中有１例发生ＨＡＩ
［１２］。ＩＣＵ是医

院感染管理的高风险重点部门，其ＨＡＩ发病率比一

般病区高２～５倍
［１３］。ＩＣＵ患者因病情复杂严重，

若发生ＨＡＩ将导致严重后果。ＩＣＵ患者一旦发生

ＨＡＩ，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将明显增加
［１４］，且病死

率将上升至５２．３％
［２］。对此，目前各国对ＩＣＵ均采

取更为严格的医院感染前瞻性监测进行医院感染管

理，以期降低ＨＡＩ发病率
［１５１７］。

ＶＡＰ、ＣＡＵＴＩ和ＣＬＡＢＳＩ作为ＩＣＵ中ＨＡＩ的

主要类型，由于其与侵入性操作的高度相关性及严

重后果，已成为全球感染防控的重点领域，各国均已

建立严格的预防操作规范［７８，１８１９］。我国自开展

ＶＡＰ、ＣＡＵＴＩ和 ＣＬＡＢＳＩ监测以来，该院自２０１２

年起持续开展为期１２年的ＩＣＵ器械相关感染目标

性监测，严格遵循纳入排除标准开展监测工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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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前瞻性感染防控管理，推行集束化干预策略并

建立月度质量反馈机制。长期监测数据显示：ＩＣＵ

目标人群的 ＨＡＩ发病率、ＨＡＩ例次发病率及调整

发病率，以及ＶＡＰ、ＣＡＵＴＩ和ＣＬＡＢＳＩ的日发病率

较基线水平下降均超过７０％，这与多项研究
［２０２３］证

实的集束化管理措施效果一致，有力证实器械相关

感染目标监测联合集束化干预策略在ＩＣＵ感染防

控中具有协同效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监测数据显示，呼吸机使用率从

８３．８８％降至５４．４９％，中心静脉导管置管使用率

由２８．５０％上升至７４．５９％，导尿管插管使用率由

９８．１５％降为８９．８６％。趋势图显示，变化较明显集

中在２０２０年４月左右，与该院新院区投入使用，加

强外科建设，导致患者结构变化，外科患者占比大幅

度提高，而该院外科患者中心静脉导管置管使用较

多，但呼吸机使用率和导尿管插管使用率反而下降

有关。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ＩＣＵ患者分离的金黄色葡萄

球菌占比增加，真菌占比减少，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比例增高，可能与外科患者比例增加有关，这与一些

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研究［２４２６］结果一致，真菌

与长期使用抗菌药物有关［２７２８］，其占比降低提示近

些年抗菌药物管理措施实施有效。

严格执行手卫生是最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之

一，本研究通过收集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ＩＣＵ手卫生用

品床日消耗量及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与正确率的

数据做趋势分析，表明近些年手卫生用品床日消耗

量、手卫生正确率增加，提示ＩＣＵ工作人员手卫生

意识不断增强。手卫生依从率降低，可能与ＩＣＵ科

室发展，进修及其他非本院医务人员增多，因医务人

员未能识别暗访观察员导致霍桑效应减弱有关，但

实际手卫生用品消耗量增加，表明实际手卫生依从

率是提高的。手卫生情况与 ＨＡＩ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手卫生用品床日消耗量与 ＨＡＩ发病率、ＨＡＩ

例次发病率及ＣＡＵＴＩ、ＣＬＡＢＳＩ日发病率均相关，

提示手卫生对医院感染防控具有重要作用［２９３１］。

本研究基于１２年监测数据，采用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

归模型分析变化趋势。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模型（又称分

段回归、多阶段回归）是由Ｋｉｍ等学者于２０００年提

出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通过识别趋势转折点（连接

点）进行分段建模，现已成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

长期趋势分析工具，在公共卫生多阶段长期数据分

析中具有独特优势［３２］。针对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ＩＣＵ医

院感染防控措施持续强化的情况，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分

析显示各类感染发病率均显著下降。通过折线图识

别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２１年为潜在连接点后，对连接点前

后各３６个月的ＨＡＩ数据开展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回归分析，证

实２０１３年３月（实时监测系统上线）和２０２１年３月

（感控纳入绩效考核）存在显著连接点（犘＜０．０５）。

这两个节点恰逢该院两项重大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实

施，数据分析显示节点前后ＨＡＩ相关发病率存在显

著差异（犘＜０．０５），与同类研究结论一致
［３３３４］，表明

医院感染防控的重大措施能够有效提升医务人员感

染防控意识，从而显著降低 ＨＡＩ发病率。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开展持续１２年的前瞻性

医院感染监测，同步实施ＩＣＵ前瞻性监测与集束化

感染预防控制措施。结果显示，监测期间 ＨＡＩ相关

发病率显著下降，证实该院ＩＣＵ持续实施的感染防

控策略具有显著成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手卫生

用品床日消耗量与ＨＡＩ发病率呈显著负相关，而感

染防控关键举措包括实时监测系统实施（２０１３年）

和绩效考核制度整合（２０２１年），可显著降低 ＨＡＩ

发病率。这些发现证实基于手卫生强化管理、信息

化实时监测、绩效考核整合的前瞻性感染防控体系

能有效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提示需持续推进包含

前瞻监测、集束化干预、多维度整合的感染防控管理

体系。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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