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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控制技术》

前言

医院感染通常伴随着医疗活动而发生，是由于人们对医院感染的危害，生及控制措施缺乏足够的认识
所致。近年来特别是SARS疫情的暴发，医院感染已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重温医学
发展的历史，就可以通过考察在医疗活动中感染与抗感染的过程而反映出医院感染学发展的轨迹。在
医学发展的早期，人们就注意到创伤可引起感染，于是提出了“消毒”的概念，这实际上便形成了感
染与抗感染理论的雏形。到19世纪中期，现代医院流行病学之父Ignaz Semmelweis证实了尸体解剖
为Vienna某医院产褥热高发的原因，并提出了预防控制措施，开创了医院感染控制的先河。此后，科
学家们不断丰富有关医院感染的理论与实践，使人们对医院感染的发生、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与行为，对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
与生态环境也产生了影响，疾病的模式与微生物的致病性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医学科学的
发展突飞猛进，新的医疗行为如介入性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增加了医源性感染的机会；放疗、化
疗以及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促进了耐药菌株的形成。这些因素都对医院感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医
院感染的病原体、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医院感染模式的变化又促使科学家去努力
探索医院感染控制的方法，由此，推动着医院感染与抗感染的发展。2003年SARS的暴发流行在给全球
带来沉痛教训的同时，也再次提醒我们：医院作为抗击传染病的第一道防线必须加强自身的抗感染能
力。近年来，国家重视医院感染的能力建设，颁布了《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为医院感染学的发展带来了新
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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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院感染控制技术》为2003年SARS以后中日两国政府承诺实施的技术合作项目——JICA广州市医院
感染对策项目。旨在探索和积累医院感染控制对策的经验，将经过实践证明切实有效的、可操作性强
的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在广州地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医疗机构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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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海啸事件后，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赴泰国支援灾区医疗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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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感染感染通常是指细菌或其他病原微生物在机体的表面或组织内繁殖并引起机体反应的过程。自
然界的微生物种类繁多，但并非每一种都可以成为病原体，只有少数在侵袭机体后致病。一般而言，
感染过程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①合适的致病微生物存在；②该致病微生物具有促以致病的毒力；③
易感的宿主；④适当的传播途径；⑤能够进入机体。在感染发生后，如果机体无明显的不适反应或反
应轻微，这一过程称为增殖。脓毒症是指发生炎症、局部脓肿形成，并伴随伤口由于病原体感染而出
现的症状，且向周边组织扩散。其他类型的感染有的根据感染部位而定，如扁桃体炎、胃肠炎、肺炎
；或指一些特定的感染，如结核、麻疹、破伤风。感染性疾病可因感染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不同，对
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传染性和致病力强的容易引起人群中疾病的暴发或流行，如霍乱、流感、SARS
；传染性弱和致病力弱的只可引起隐性感染或机会性感染，如胆囊炎、腹膜炎。  二、医院感染  医院
感染是指病人或医务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又称为医院内获得性感染。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医
院感染的定义是："病人因住院或家属因陪诊，医院医务入员因医疗、护理工作而发生微生物感染，不
管其在医院期间是否出现临床症状都属医院感染。"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6年颁布的《医院感染管
理办法》中对医院感染的定义是："医院感染是指住院病人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
的感染和在医院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包括人院前已开始或入院时已处于潜伏期的感染。医务
人员在医院获得的感染也属于医院感染。"以上的定义都明确指出，医院内获得性感染发生在医院这个
特定的场所。但实际上除住院病人以外，门诊病人也是一个更大的有可能发生医院内获得性感染的群
体，这是以往对医院感染定义时忽略的问题。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SARS期间，相当一部分
的SARS病人是在医院门诊接受诊治过程中获得感染的。正是基于这个调查结果，催生了在许多医院内
部设立"发热门诊"这一新生事物。因此，当我们在开展医院内获得性感染的研究时，也不应该忽视门
诊病人这个数量更为巨大的群体。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服务的扩展和社会化，一些与医疗服务相关的
机构陆续出现。例如，老人护理中心、家庭护理中心等介乎于医疗机构与社团机构之间的场所，由于
发生医疗或护理行为，因而也有可能发生与医院相类似的感染过程。在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门诊，
通常可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在麻疹流行季节，儿童在接种日集中进行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后，两周之
内，当地会出现比平时明显增多的麻疹病例，这其中不可排除这些患儿在接种门诊感染麻疹病毒的可
能。这提示，有时我们可能很难准确界定发生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感染事件是否为医院内获得性感染
，但是调查了解感染发生的环节，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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