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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院感染管理与控制》

前言

医院感染是伴随医学科技进步而发展的一种特殊感染形式，是当前世界各国医院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
问题之一，也是医院现代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医疗质量持续改进的热点、难点问题。近年来由于多种因
素影响，国内外医院感染重大事件时有报道，不仅严重制约了医疗质量的提升，干扰了医院和谐发展
，也给患者就医安全和疾病康复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医院感染问题正日益引起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
医院管理者的高度重视。我国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起步虽然较先进国家相对滞后，但发展非常迅速。进
入21世纪医院感染管理立法进程进一步加快，出台了《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规章，特别是2009年以
后国家卫生部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管理规范和行业标准，对过去一些管理规定和监控办法作了较大
调整或完善。尽管我国一些医院尤其是教学医院对医院感染管理与预防控制作了大量的临床研究，也
出版了一些专著，但大多早于2008年，其观点及论述与目前新颁布的法规、标准、规范存在不一致的
地方，已难以适应和满足当前医院感染管理与传染病疫情控制工作要求和现实需要。特别是近两年来
，手足口病和新发传染病如甲型H1N1流感等被列入法定传染病管理，这要求一本新的、较系统的专
业书作为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工作的向导或参考资料。本书正是在我国新颁布的
医院感染管理法规、标准和新发传染病诊疗技术指南与管理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国内医院
感染管理与传染病疫情预防控制研究成果，结合临床工作实践编写的，目的在于拓展医院感染管理专
职人员的管理思维与理论视野，为进一步提升医院感染管理队伍职业素质和能力，优化医院感染与传
染病防治知识日常培训内容提供参考依据，为强化医务人员参与医院感染管理及传染病预防控制的责
任意识，不断提高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疫情管理的认知水平和防控技能提供理论知识方面的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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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医院感染管理与控制》以近年来国家颁布的医院感染管理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为依据，结
合作者丰富的医院感染管理实践经验，系统阐述了医院感染基础知识、管理与预防、控制基本方法。
全书共20章，包括医院感染基本概念、管理组织体系与制度建设，医院感染监测、感染暴发流行的处
置，重点科室、重点部门、重点部位、特殊环境和特殊病原体感染管理，传染病疫情管理与预防控制
，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医务人员手部卫生、职业防护与管理，常用消毒灭菌技术、隔离防护技术
和医院感染管理日常文书等。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叙述简明，适用于医院管理人员、医务人员，特
别是医院感染管理专职或兼职人员阅读，也可供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和医药院校学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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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基本定义医院感染又称医院内获得性感染，其十分确切的定义仍在探讨和不断完善中，
现在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1.广义定义任何人员在医院活动期间遭受病原体侵袭而引起
的任何诊断明确的感染或疾病，均属于医院感染。2.狭义定义凡是患者在入院时不存在，也不处于潜
伏期，而在住院期间遭受病原体侵袭而引起的任何诊断明确的感染性疾病，包括在医院内获得、出院
后发病的感染，均称为医院感染。（二）定义的演变医院感染从萌芽开始到逐步形成学科，其定义随
着医学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多次演变，先后被称作医源性感染、医院获得性感染、医院内感染，近年
来逐步统一为“医院感染”，其内涵更加完善、准确和简洁。1980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的定义：医院感染是指住院患者发生的感染，而在其入院时尚未发生此感染也未处于此感染的潜伏期
。对潜伏期不明的感染，凡发生在入院后皆可列为医院感染。若患者人院时已发生的感染直接与上次
住院有关，亦应列为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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