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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6@%A%医院内感染$简称院感%进行前瞻性研究'分析其危险因

素'以指导临床防治'降低6@%A院感发生率& 方法$"##<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入我院 6@%A住院时间 B; & 以

上的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其相关资料'计算院感发生率'多因素回归分析调查其危险因素& 结果$入选患儿共计

! !C9 例'院感发生共计 !<9 例次'发生率为 !B5C;D'日感染率为 !95C"E'肺部感染率为 =59BD'居首位'其中呼

吸机相关性肺炎$3F/%发病率为每 ! ### 个呼吸机使用日 B;5;#院感致病菌主要为鲍氏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杆

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绿脓杆菌&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低出生体重$!""5!?#' 9CD #$!5B<< G?5#9B %)机械

通气$!"=5#?;'9CD #$?59#! G!"5<9;%)胸腔闭式引流$!"=5##B' 9CD #$!5;B! G"<5<C? %及布洛芬治疗$!"

"59#=' 9CD #$!5?#? G<5B;=%是6@%A内院感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 肺部感染是我院6@%A最常见的院感#革

兰阴性细菌是院感常见病原菌#低出生体重)机械通气)胸腔闭式引流)布洛芬治疗是 6@%A内院感的独立危险因

素&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

!关$键$词"$重症监护室#医院内感染#危险因素#新生儿

!中图分类号"$H!9=5?"$$!文献标识码"$F$$!文章编号"$!##;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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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内感染$简称院感%是目前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6@%A%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 6@%A内院感进

行长期监测'可指导临床制定防治措施'降低 6@%A

患儿死亡率'提高6@%A医疗质量& 随着6@%A的建

立及围产医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危重新生儿尤其是

早产儿抢救成功率明显提高#同时因各种侵袭性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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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技术的使用'早产儿住院时间长'6@%A中院感发

生率高'但我国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很少&

#F资料与方法

#5#F研究对象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住我院 6@%A

B; & 以上'且新生儿病房总住院日数
!

C 0 的患儿

$下文中所指的住院日数均为入住6@%A的日数%&

#5!F方法

!5"5!$院感定义$$参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S%%及我国 %S%定义'结合新生儿特点'本研究

所用的院感定义如下*进入 6@%AB; & 以后发生的

感染'包括转出6@%A进入普通病房后 B; & 内发生

的感染& 并定义院感分类诊断标准'包括败血症)肺

炎)尿路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消化道感染)结膜

炎等&

!5"5"$监测时间$$患儿从入 6@%A开始至转出

6@%A后 B; &&

!5"5?$收集资料$$设计调查表'收集临床资料)

治疗过程)是否发生院感及发生院感的部位和时间)

实验室检查)各种标本病原学培养结果等&

!5"5B$数据处理$$按%S%对医院内感染监测的

计算方法!!"计算病例感染率$D%)病人日感染率

$E%)每 ! ### 呼吸机使用日呼吸机相关肺炎

$3F/%发生率#并应用平均病情严重程度$FY@Y%评

分计算调整发生率&

!5"5C$病原学检查$$对感染患儿根据感染部位

采集标本送细菌培养& 将标本接种于血平板及巧克

力平板'%Z

"

孵育箱培养 B; &'血培养采用 VF%R[%

9!"# 血培养仪& 细菌耐药分析采用 \]Z6[RC 分

析系统'判断标准依据 "##! 年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

化委员会 "̂!##"Y!! 文件&

!5"5<$统计方法$$使用 Y/YY !?5# 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 分别使用二项4*P'J+'K回归)有序多分类

4*P'J+'K回归及%Z_回归等对院感危险因素进行多

因素分析&

!F结果

!5#F一般临床资料

按上述纳入标准'! 年内入选的患儿共计 ! !C9

人'男性 ==# 人'女性 ?;9 人'平均出生体重 " C"9 `

;?? P'平均胎龄 ?<5" 9̀5= 周&

!G!F院感发生情况

! !C9 例患儿中院感发生人数为 !?C 人'共计

!<9 例次'发生率为 !B5C;D'日感染率为!95C"E'

FY@Y a"5=='调整后日感染率为 =5#CE& 其中 !!!

人$;"5""D%发生 ! 次感染'"B人发生 "次或 "次以

上感染& 肺部感染$包括 3F/%居首位'其次为是结

膜炎)败血症)消化道感染$表 !%& 根据出生体重进

行分层'可见b! C## P组院感发生率较c! C## P组

高$院感发生率分别为 C;5<;D'95;9D'Mb#5#C%&

! 年内有 !#< 人接受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共计 ==;

个呼吸机使用日数'发生 3F/?; 例次'占肺部感染

的 B!5?#D'每 ! ### 个呼吸机使用日 3F/的总发

生率为 B;5;B&

表 #F不同种类院感的发生率F

$. a! !C9%

例数
病例感染

率$D%

日感染

率$E%

调整后

日感染率$E%

构成比

$D%

肺炎 9" =59B !#5<? ?5;B CB5B

结膜炎 ?= ?5!9 B5"= !5CB "!59

败血症 "B "5#= "5== !5## !B5"

消化道感染 !" !5#B !5?9 #5C# =5!

中枢感染 " #5!= #5"? #5#; !5"

尿路感染 " #5!= #5"? #5#; !5"

总计 !<9 !B5C; !95C" =5#C !##

!5HF病原学

在 !<9 例院感患儿中'有 BC 例明确感染病原

菌& 主要的致病菌依次为鲍氏不动杆菌)肺炎克雷

伯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大肠埃希氏

菌和白色念珠菌& 鲍氏不动杆菌及肺炎克雷伯菌对

头孢菌素均耐药& 败血症共计 "B 例'血培养阳性有

!# 例$B!5<D%'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是败血症的主

要病原菌'对万古霉素)磷霉素 !##D敏感'对青霉

素及头孢菌素类敏感性较差& ?; 例 3F/患儿培养

明确病原的共计 "? 例$<#5CD%'病原菌依次为鲍

氏不动杆菌)肺炎克雷柏菌)白色念珠菌'药敏试验

结果显示引起 3F/的革兰阴性杆菌对第三代头孢

菌素均耐药'对第四代头孢菌素和
!

内酰胺酶抑制

剂等抗生素大部分耐药'而且出现了耐亚胺培南的

不动杆菌株'对亚胺培南敏感性为 C;D&

!G&F院感危险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胎龄)出生体重)出生时复

苏)F.P12评分)开始喂养时间)表面活性物质)布洛

芬及胸腔闭式引流与感染相关$Mb#5#C%& 将以上

所有因素与院感的发生与否作二项多因素逻辑回

归'结果示出生体重)机械通气)胸腔闭式引流及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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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芬的 !"值均大于 "'是院感的危险因素$表 "%&

标准偏回归系数$Y[%显示机械通气和出生体重对

院感的影响最大& 对感染发生时间进行多因素%Z_

回归'结果显示胸腔闭式引流$Mb#5#C'/"a"5<<!%

及机械通气$Mb#5#C'/"a?5B"#%是促使 6@提早

发生的相关因素&

表 !F二项逻辑回归结果

[J+'-1+, Y[ M值 !"值 9CD #$

机械通气 !59C! #5?"" #5### =5#?; ?59#!>!"5<9;

多胎 :#5;## :#5!B; #5#B< #5BB9 #5"#C>#59;B

胸腔闭式引流 !59B= #5!?? #5##B =5##B !5;B!>"<5<C?

布洛芬 !5#<= #5!?C #5##9 "59#= !5?#?><5B;=

出生体重 #5=C< #5";? #5### "5!?# !5B<<>?5#9B

HF讨论

据报道'近年国内新生儿院感发生率为 ;D G

!CD

!""

'但不同研究使用的院感定义不同'且不同

单位新生儿疾病严重程度不同'以及有关院感的研

究未采用%S%关于发生率的计算方法'使院感发生

率有很大差异'不具有可比性& 患儿在 6@%A内的

住院时间越长'发生感染的危险性越大'用日感染率

可较好地反映院感的发生情况& 可根据患儿的疾病

严重程度进行调整'使用调整后日发生率'使不同单

位内院感的发病情况更具有可比性&

与国外资料!?>B"相比'本研究中院感的发生率为

!B5C;D'日感染率为 !95C"E'较国外部分报道结

果低'但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感染率高& 关于院感

种类'本次研究中肺部感染是最常见的感染类型'感

染率为 =59BD'占所有院感的 CB5BD'这与国内的

文献报道相符!C"

'其中每 ! ### 个呼吸机使用日

3F/总发生率为 B;5;'低于国内部分报道!C"

' 但明

显高于发达国家$#59 G!#5<%

!<"

'可能与对机械通

气患儿的呼吸管理水平有关'需进行进一步探讨'寻

找有效的防治方法& 其次是结膜炎'发生率为

?5!9D&在西班牙的一项大样本临床研究中显示结

膜炎在6@%A内的发生率可达 CD

!="

'在其他一些国

外的调查中其发生率可高达 !#D G"#D

!;"

'这在国

内的6@%A中尚无相关的报道& 败血症占院感的第

? 位'感染率为 "5#=D'低于发达国家的 "#D

!?'9"

'

这是由于发达国家6@%A内极低和超低出生体重儿

所占比例高'使用动静脉插管的患儿较多'其所致的

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较高#而在本研究中极

低出生体重儿$3XV\%和超低出生体重儿$[XV\%

仅占 !!5#BD'远低于发达国家!?"

'且未广泛使用中

心动静脉插管'故由此引起的血源性感染也相应较

少& 由此可见'6@%A临床上应权衡使用中心静脉及

动脉导管的利弊'合理选择使用中心动静脉插管&

本研究中院感主要病原菌为革兰阴性杆菌'这

与一些国外发展中国家的病原报道一致!!#"

'同时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亦成为败血症感染中主要致病菌

之一& 考虑可能因近年来我院 6@%A收治早产儿增

多'静脉导管留置时间较长'[XV\和部分3XV\使

用中心静脉及留置动脉导管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中

革兰阴性菌为院感主要病原的原因可能为*绝大多

数患儿采用人工喂养'可引起喂养不耐受'导致肠道

菌群紊乱#使用广谱抗生素使耐药的革兰阴性菌增

加'成为6@%A主要定植菌之一& 本研究显示 6@%A

中3F/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这与国内报

道相似!!#"

'最常见的病原菌为鲍氏不动杆菌'药敏

结果显示该菌对于碳青霉烯类药物的敏感性为

C=59D'对第三代头孢菌素全耐药'对第四代头孢菌

素敏感性低于 !#D'对于含酶抑制剂的抗生素敏感

性为 "<D'已出现多重耐药菌株$ ŜH>J+21'(J%及耐

碳青霉烯类的菌株$%H>FV%& 回顾国外学者!!!"对

@%A内分离到的鲍氏不动杆菌进行药敏监测的结

果'可以发现在 "### G"##? 年中该菌对于美罗培南

的敏感性从 ;CD下降到了 C;D'对头孢他定的敏感

性在 !=D左右'与本次的结果类似& 目前认为引起

%H>FV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是住院时间延长#而使

用广谱抗生素 $尤其是碳青酶烯类%是否为感染

%H>FV的独立危险因素尚有争议!!""

& 有学者认为

环境污染和交叉感染与该菌的感染及爆发流行密切

相关'已有在6@%A内成功地预防和阻断 %H>FV爆

发流行的报道 !!?"

& 本研究时间较短$! 年%'病例

较少'尚不能明确其危险因素& 同时国外的许多数

据显示该菌在医务人员手部的定植在 %H>FV的流

行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因此定期对 6@%A

内%H>FV定植情况的进行监测)注意医务人员手部

卫生是预防感染和流行的重要措施&

院感危险因素分析显示'在本研究中单因素和

多因素回归结果发现胎龄并不是院感的独立危险因

素'而出生体重则对于院感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

于胎龄的估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在准确性上

较出生体重差'同时小于胎龄儿常常是因各种原因

引起的宫内发育迟缓'所以在胎龄相同的情况下'小

于胎龄儿可能还存在其他基础疾病'导致其更易发

生院感& 另外还发现出生体重不是感染发生时间提

前的相关因素'与单因素分析结果存在差别'可能是

由于出生体重b! C## P患儿的人数较少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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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外营养的应用对院感的影响目前仍有争

议&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显示胃肠道外营养的应用

并非我院院感的危险因素& 考虑到新生儿尤其是早

产儿禁食时间过长可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异

位'增加发生院感的机会'同时外周静脉留置时间延

长也是引起院感的原因'因此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

应尽早开始喂养&

布洛芬的应用为院感的危险因素& 布洛芬可促

进动脉导管的关闭'但可使胃肠道血流减少'降低胃

肠道粘膜的屏障作用'导致菌群异位'发生肠源性感

染'因此临床使用应严格掌握适应证'并密切观察有

无院感发生& 侵袭性治疗方法如胸腔闭式引流)机

械通气是院感的危险因素'同时是院感发生提早的

危险因素'使用时应注意预防感染发生'尽可能缩短

使用时间&

综上所述'6@%A医院内感染发生率高'肺部感

染是主要的院感'3F/发生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革兰阴性杆菌是院感的主要病原菌'并已出现多重

耐药甚至全耐药细菌感染#低出生体重)机械通气)

胸腔闭式引流及使用布洛芬是发生院感的独立危险

因素& 今后尚需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

以指导临床进行有效防治6@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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