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岗前培训实习生



提纲

l医院感染学的发展历程
l医院感染的概念及重要意义
l医院感染监测与报告
l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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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历程



l 在维也纳总院工作的伊格纳兹·塞姆尔韦斯虽然当
上了教授，写了本优秀论著来阐述他的思想，但是
他大体上被忽略了。真正让整个医学界认识到在医
疗中使用灭菌法重要性的，实际上英国维多利亚时
代的外科医师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

l 1865年，在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院主持新外科病区
工作的李斯特读到了法国生物学路易·巴斯德的一
篇论文，认识了疾病细菌学说。李斯特用石炭酸做
灭菌剂，建立了一套新的灭菌法。他不仅在每项手
术前认真洗手，而且还确保要使用的器皿和敷料都
做彻底的卫生处理。实际上他在一个时期里甚至向
手术室空中喷洒石炭酸，结果术后死亡率有了戏剧
性的下降。从1861年到1865年期间，男性急诊病房
中的术后死亡率为45 %，到1889年减少到 15 %。 

1827-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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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李斯特喷雾器
1889年拍摄的外科手术的照片。苏格兰阿
伯丁皇家医院的外科医生正使用李斯特喷
雾器，向手术室的空气中喷洒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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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降临
l 1853年，英法等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佛罗伦萨·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在战地医院通过改善卫生条件，采取对感染患者进
行隔离、病房通风、带手套等措施，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使伤病员的死亡率
从42%下降到2.2%。

1820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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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图描绘的是19世纪90
年代，外科手术时的
场景。

     外科医生穿着长袍
式手术服，但没有戴
手套、帽子、口罩。

     手术区域后面是观
众席，成群的医学生
在观摩手术，但并没
有意识到自己在传播
细菌。因为这种剧场
式的设置，世界上仍
有许多地方将手术室
称为“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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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上图为1902年外科手术时的场景，当时外科医生已经带着手套和口罩，但是
口罩是戴在鼻下。

l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把口罩戴到鼻以上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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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手术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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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医院感染

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

   1、关注人群：住院病人医院工作人员

   2、地点界定：发生在医院内

   3、时间界定：住院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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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途径 易感人群

传染源







        医院感染的三要素(感染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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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开感染链 

控制
传染源

切断
传播途径

保护
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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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意义

医院感染与医疗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

医院感染

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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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医院感染暴发
指在医疗机构或其科室的患者中短时间内发生3
例以上同种同源感染病例的现象。

l疑似医院感染暴发
指在医疗机构或其科室的患者中，短时间内出现3
例以上临床症候群相似、怀疑有共同感染源的感
染病例；或者3例以上怀疑有共同感染源或感染途
径的感染病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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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的危害

医院感染关系到病人、病人家属、医护人

员的健康。

l住院天数延长。

l医疗费用增加。

l加重感染死亡。

l医疗救治失败。

l多重耐药菌株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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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院感染监测与报告



医院感染病例监测

l  配合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开展医院感染病

例监测、医院感染暴发监测、多重耐药菌
感染的监测等。

l 及时报告医院感染病例。  24小时

l 及时报告医院感染暴发。
l 发现5例以上疑似医院感染暴发或3例以上医院感染暴发

——12小时；

l 发生10例以上医院感染暴发；发生特殊或新发病原体医
院感染；可能造成重大公共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医院感染

——2小时。 



下列情况属于医院感染

l 1.无明确潜伏期的感染，规定入院48小时后发生的感染为
医院感染；有明确潜伏期的感染，自入院时起超过平均潜
伏期后发生的感染为医院感染。

l 2.本次感染直接与上次住院有关。

l 3.在原有感染基础上出现其它部位新的感染（除外脓毒血
症迁徙灶），或在原感染已知病原体基础上又分离出新的
病原体（排除污染和原来的混合感染）的感染。

l 4.新生儿在分娩过程中和产后获得的感染。

l 5.由于诊疗措施激活的潜在性感染，如疱疹病毒、结核杆
菌等的感染。

l 6.医务人员在医院工作期间获得的感染。



下列情况不属于医院感染

l 1.皮肤粘膜开放性伤口只有细菌定植而无
炎症表现。

l 2.由于创伤或非生物性因子刺激而产生的
炎症表现。

l 3.新生儿经胎盘获得（出生后48小时内发
病）的感染，如单纯疱疹、弓形体病、水
痘等。

l 4.患者原有的慢性感染在医院内急性发作。



我国医院感染首位常见类型？

l上呼吸道感染？

l下呼吸道感染？

l泌尿道感染？

l手术部位感染？

l胃肠道感染？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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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感染监测

l 多重耐药（MDR)：指对三类或三类以上抗菌药
物（每类至少有1种）的获得性（而非天然）耐
药。

l 多重耐药菌（MDRO），主要是指对临床使用
的三类或三类以上抗菌药物同时出现耐药的细菌。



常见多重耐药菌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产
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的细菌、耐碳青
霉烯肠杆菌科细菌（CRE）如产NDM-1和产
KPC的细菌、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CR-
AB）、多重耐药/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MDR/PDR-PA）和艰难梭菌（C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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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1.标准预防

l 在20世纪 90年代中期 ,美国CDC提出了“标准预
防”它将普遍预防和体内物质隔离法的许多特点
进行综合, 针对所有医院中接受治疗的病人而采
取的预防措施。

l 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能来降低医务人员与病人之
间、病人与病人之间微生物传播的危险性 ,起到
了双向防护的作用。

★对所有病人的血液、体液及被血液、体液污染

的物品均应视为具有传染性的病原物质。

3/18/2024 31



标准预防——基本特点

l 1、强调双向预防。防止疾病从病人传至医护人
员，防止疾病从医护人员传至病人。

l 2、防止血源性疾病的传播。
l 3、防止非血源性疾病的传播。
l 4、根据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采取隔离措施：
接触隔离，空气隔离，飞沫隔离。



标准预防措施

预防血源性感染最重要的方法是标准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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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卫生

控制医院感染最简单, 
最有效, 最方便, 最
经济方法——洗手！

严格实施正确的洗手
规则，可减少医院感
染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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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卫生概念

l 手卫生：为洗手、卫生手消毒和外科手消毒的
总称。

l 洗手:医务人员用肥皂（皂液）和流动水洗手，
去除手部皮肤污垢、碎屑和部分致病菌的过程。

l 卫生手消毒:医务人员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以减少手部暂居菌的过程。

l 外科手消毒:外科手术前医务人员用肥皂（皂液）
和流动水洗手，再用手消毒剂清除或者杀灭手
部暂居菌和减少常居菌的过程。使用的手消毒
剂可具有持续抗菌活性。



手卫生时刻（两前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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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

互摩擦 

第二步

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

搓擦 

第三步

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

相互摩擦 

第四步

双手指交锁，指背在

对侧掌心

第五步

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

转搓擦，交换进行 

第六步 

指尖在对侧掌心前后擦

洗

内外夹弓大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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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消毒效果标准

l卫生手消毒，监测的细菌数应
≤10cfu/cm2

l外科手消毒，监测的细菌数应
≤5cfu/cm2



l 国外流行病调
查结果显示：
40％左右

l 国内调查结果
显示：更低，
有近50％的医
护人员在不洗
手的情况下从
事医疗活动的，
洗手合格率也
仅有35.6％～
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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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比洗手有更高的依从性

l 比普通洗手和用抗菌产品洗手
更有效

l 比洗手对手部皮肤伤害少

l 比洗手和戴手套浪费少

l 所用时间少，作用快

l 不需要水和毛巾

感染控制，不仅

仅是手卫生!

速干手消毒的优点速干手消毒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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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防护用品

l 口罩：保护口/鼻。

全面具 – 保护呼吸道，抵御空气传播的病原体。

l 手套：保护双手。

l 隔离衣/防护服/防水围裙：保护皮肤和/或衣服。 

l 眼罩(护目镜)：保护双眼。

l 面罩：保护脸、口、鼻和双眼。

l 帽子、胶鞋、鞋套。

用于保护医务人员避免接触感染性因子的各种屏障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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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将口罩戴上，金属

软条应该向上。 
２．头带分别绑于头顶

后及颈后。 

你会正确佩戴口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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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将金属软条向内按
压至该部份压成鼻梁
形状。 

４．完成时，口罩必须
覆盖鼻至下巴，紧贴
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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