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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高丽梅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医院　新疆奎屯　833200 

摘　要：目的：分析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纳入我院 10800 的病例，时间是 2020 年

至 2022 年，选择奇偶法分成实验组与对比组，对比组采取院感专职人员人工监测法，实验组应用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管

理，比对院感管理效果。结果：在感染发病率、漏报率上，实验组明显比对比组低（P ＜ 0.05）；从院感管理质量上看，

实验组较对比组更高（P ＜ 0.05）；分析院感管理合格率，实验组远远高于对比组（P ＜ 0.05）。结论：在医院感染管理中，

应用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的效果更佳，建议大范围推广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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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医院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医院感染监测，

其在防控感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和价值 [1]。对于危重症患者

而言，他们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主要由侵

入操作、昏迷卧床等因素导致，从而为细菌侵入机体感染创

造有利条件，假如未第一时间发现并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很

容易加重病情 [2]。院感实时监测系统具有较高的时效性和可

行性，能够对医院的感染与防控需求进行满足，大大提高早

期预警效果 [3]。因此，文章讨论院感实时监测系统应用于医

院感染管理中的效果，现做以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的时间跨度是 2020 年至 2022 年，病例数量

10800，分组依据是奇偶法，组别是实验组、对比组，每组

人数是 5400。实验组男女之比是 3000：2400；年龄最大与

最小值是 56 岁、27 岁，平均（34.37±3.21）岁；对比组

男、女比例为 3100：2300；年龄集中在 27 岁至 57 岁，平

均（54.78±3.64）岁。通过对两组患者基础资料的对比，得

到 P ＞ 0.05 的结果，均衡可比。

1.2 方法

构建感染实时监测系统：主要用于搜集院内相关系统

的各项数据信息，借助此系统，可以实现信息的全面而自动

收集目的，从而不间断的监测院内感染因素，保证实时预警

和自动筛查患者病情，大大提高感染预防的有效性。在此过

程，应遵守全程监控原则，全方位、多角度监控不同阶段，

保证全员参与其中，并对感染预防工作需求进行满足。在

架构方面，主要架构模式是 B/S 系统模式，其中服务器终端

包含交互层、逻辑层、终端层，需共同沟通才能发挥作用，

三者功能各不相同，通力合作才可达成目标。在充分利用终

端后，才能为系统结构与软件工程标准的一致提供条件。经

系统收集、数据处理、可视图收集中间数据后，以统计分析

为基础，才能明确收集患者的信息数据，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对分析数据进行抓取。分析系统模块功能和特点之后，方可

顺利开展预防感染工作，促进院内感染预防与管理水平的提

升，开展高质量的感染控制工作。选择病例检测模块，了解

感染人员资料，在使用预警模块，达到全面感染预警的目的

后，再基于报表数据和信息开展分析工作；目标监测模块主

要应用于关键环节、关键部位、高危要素中，这样可以提高

监控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对大样本数据进行的分析工作，有

利于将干预知识库构建出来，对日常查询需求进行满足。实

施步骤：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可将指导依据提供给临床感

染防控工作，依靠平台推送感染病例并进行预警，确保顺利

开展各项工作，降低院内感染风险。接收到预警信息后，工

作人员可手动对病例进行确定和排除，之后统计有关指标，

着重监测重点患者和科室，提高感染防控时效性。

1.3 观察指标

感染发病率、漏报率；院感管理质量：管理制度落实、

规章流程完善、知识掌握、管理小组；院感管理合格率：医

疗废物管理、手部卫生、环境清洁消毒、多重耐药菌防控、

VAP 核心防控、CRBSI 核心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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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整合数据选择SPSS26.0；百分率（%）代表感染发病率、

漏报率、院感管理合格率，X2 检验；院感管理质量则使用

标准差（ x ±s）描述，T检验。P＜ 0.05时，数据差异明显。

2. 结果

2.1 感染发病率和感染漏报率

实验组感染发病率和漏报率显著低于对比组（P

＜ 0.05），见表 1.

表 1. 感染发病率和感染漏报率（n，%）

组别 例数 感染发病率 感染漏报率

实验组 5400 86（1.59） 0（0）

对比组 5400 503（9.31） 362（6.70）

X2 312.2571 374.5545

P 0.0000 0.0000

2.2 院感管理质量对比

实验组院感管理质量明显高于对比组（P ＜ 0.05），如

表 2。

表 2. 院感管理质量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管理制度落
实

规章流程完
善 知识掌握 管理小组

实验组 5400 21.81±4.25 21.67±3.53 22.34±2.69 22.45±3.22

对比组 5400 15.55±2.76 15.41±2.11 16.33±2.18 17.31±2.12

t 90.7763 111.8564 127.5524 97.9737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3 院感管理合格率对比

实验组院感合格率对比对比组，明显更高（P＜ 0.05），

详见表 3。

表 3. 院感管理合格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医疗废物管理 环境清洁消毒 手卫生 多重耐药菌防控 CRBSI 核心防控  VAP 核心防控

实验组 5400 5238（97.00） 5292（98.00） 5346（99.00） 5230（95.00） 5184（96.00） 5292（98.00）

对比组 5400 4374（81.00） 4320（80.00） 4428（82.00） 4320（80.00） 4212（78.00） 4536（84.00）

X2 706.0266 893.5649 907.5894 749.1920 773.4748 646.1538

P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3. 讨论

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除了提高医

疗品质之外，还能保证患者的治疗安全性。在医院感染管理

中，普遍采用院感专职人员人工监测方法，虽然对院内感染

率的下降有一定帮助，然而，受到我国医院传统行政管理职

能影响，各个部门的分工不够明确，无法实现医院感染管理

效能的充分发挥，一方面，增大管理支出费用，另一方面，

无法获得较高的管理效能。如此看来，应当主动寻找一种新

型方法，从而解决院感控制管理问题 [4-5]。

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以计算机和医院信息为基础开

展干预工作，能够使医院感染的漏报率降至最低，对医院感

染管控需求运行充分满足，早期预警院内感染。并且，此监

测系统的数据支持具有多个层次和维度，能够提高监测的综

合性、全面性，且针对性、目标性均比较强，对减少院内感

染和漏报发生情况十分有利。观察本次研究，不难发现实

验组的感染发病率、漏报率分别是 1.59%、0，对比组的两

项数据为 9.31%、6.70%，明显比实验组高（P ＜ 0.05）；

表二将两组患者的院感管理质量反映出来，包括管理制度

落实、规章流程完善、知识掌握和管理小组，评分依次是

（21.81±4.25）分、（21.67±3.53）分、（22.34±2.69）分、

（22.45±3.22）分，对比组的评分为（15.55±2.76）分、

（15.41±2.11）分、（16.33±2.18）分、（17.31±2.12）分，

很明显，实验组评分更高（P ＜ 0.05）；表三展示两组患者

的院感管理合格率，涵盖医疗废物管理、环境清洁消毒、

手部卫生、多重耐药菌防控、CRBSI 核心防控、VAP 核心

防控，对应合格率为 97.00%、98.00%、99.00%、95.00%、

96.00%、98.00%，对比组合格率依次是 81.00%，80.00%、

82.00%、80.00%、78.00%、84.00%，相比之下，实验组具

有更高的院感管理合格率（P ＜ 0.05）。上述数据证实医院

感染实时监测系统的优势明显，将其运用于医院感染管理

中，可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6-7]。

综上所述，医院感染管理采用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系统

的效果更佳，存在推广运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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