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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为例，分析现有感染监测软件特点与存在的问题，阐述基于医院信息系统
的感染质量考核系统设计与开发，指出该系统有助于降低感染风险、提高感染管理工作效率。

〔关键词〕　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信息系统；开发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ＺＨＯＵＳｈｕｉｈｏｎｇ，ＭＡＪｉｎｆｅｎｇ，ＹＡＮＧ
Ｊｉｎｌｉａｎ，ＳＵＮＹｕｍｉｎｇ，ＳＵＮＳｈｕａｎｇｆｅ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ｕｏｙａｎｇ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ａｋｉｎｇＬｕｏｙａｎｇ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ｏ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５－２３
〔作者简介〕　周水红，硕士，中级职称，发表论文 ５篇，

参编论著５部；通讯作者：马金锋。
〔基金项目〕　河南省中医院科学研究专项课题 “基于全样

本大数据的中医骨伤科临床疾病谱研究”

（项目编号：２０１８ＺＹ２１１１）。

１　引言

随着国家医疗卫生机构绩效改革工作的推进，

医疗机构管理模式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调整。为提高

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效率，及时掌握临床感染管理质

量并对高风险或频繁、共存问题进行预警、干预，

评价感染质量控制工作，医院感染管理科联合信息

部门共同设计开发一款手机ＡＰＰ现场质量评价、信
息收集系统，网站端进行管理分析，该系统与现有

感染监测软件集成后实现的手机、电脑客户端医院

感染信息共享，随时预警，及时干预。

２　当前医院感染监测软件特点与问题

２１　医院感染监测系统架构

医院感染预防和控制是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

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新发传

染病及超级耐药细菌的不断出现、侵入性诊疗技术的

广泛应用等，医院感染监控工作涉及的领域及内容更

加广泛和复杂。医院信息化进程日益加快，感染管理

工作实时化、智能化的需求更加迫切，医院感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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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监测软件系统应运而生。结合医院工作性质和内

容，不同软件公司在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基础上开发的感染监测系统功
能模块基本一致，包括疑似感染、目标性检测、预警

中心、上报审核、交互干预中心、统计分析、系统设

置、医生功能端等，系统架构，见图１。系统有助于
实现医院感染智能化监测。医院感染监测软件功能侧

重于筛查疑似感染患者、感染／暴发预警、感染统计
等，提高感染病例监测效率，减少临床医师工作量，

实现无纸化办公。

图１　医院感染监测系统架构

２２　存在的问题

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工作效果与临床诊疗操作有

很大关系，现场监督检查考核等质量评价是感染管

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统计和分析的资料数

量较大，手工处理效率低、容易遗漏或者改动等，

而现有的医院感染监测系统不能对感染管理巡查质

量评价随时记录、统计分析，尤其是对医院不同科

室存在的共性、潜在的隐患不能及时预警。医院感

染信息系统需要纵深开发，以满足现场质量评价的

无纸化记录、结果自动汇总、分析、保存、传输和

处理，实现信息共享等功能，从而发挥医院信息

化、数字化的最大价值。

３　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的感染质量考核系统设计

３１　感染管理质量考核评价表

参考国家 《三级中医骨伤医院评分细则》、美国

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ＪＣＩ）医院评审标准［１］、《中医医疗机构

双核心检查标准》及医院感染管理规章等要求，初

步制定感染管理质量评价表，涵盖临床科室、医技辅

助科室、门急诊等相关部门。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临

床使用１个月后提出评价表改进意见，同时征询医院
副高及以上职称护士长对评价表在临床实践中的建议

后修订该表，作为医院及被评价科室两级质量评价

表。该评价表包括医院感染制度、感染培训、消毒隔

离、无菌技术、传染病管理、医务人员职业安全、手

卫生、医疗废物等１０个项目，共计 ４０条内容细则，
除门诊、医技科室考核分值为３０分外，临床科室及
重点科室等均为１００分。

３２　感染质量考核评价系统

采用 “手机应用 ＡＰＰ＋管理分析网站”的形式
设计现场感染质量评价系统，检查人员利用手机ＡＰＰ
进行现场填报以及数据上传，管理分析网站用于基础

数据的维护以及上报数据的查询、分析整理和导出打

印等。管理分析网站与现有的感染监测系统均建立

在ＨＩＳ上，有助于监测系统结果、感染现场质量评
价结果整合汇总、分析改进。系统将用户角色划分

为３类，包括系统管理员、系统操作员、检查用
户，根据工作内容和性质不同各角色主要应用领域

或访问权限也不同。系统用户角色，见表１。

表１　系统用户角色

角色 主要应用 媒介

系统

管理

员

用户维护：操作员、检查用户的创建维护、密码

修改等；检查表管理：创建和维护检查表以及表

内的检查项目细则、扣分分值等；检查区域管理：

用于维护检查区域

ＰＣ
网页

系统

操作

员

检查表管理：创建和维护检查表以及表内的检查

项目细则、扣分分值等；上报信息申诉修改；上

报信息分析统计；报、季报、年报报表导出

ＰＣ
网页

检查

用户

ＡＰＰ账号登录；根据选择的检查区域加载对应的
检查表以及检查项；填写检查项：勾选项目细则

以及填写备注 （可选）；对检查项目上传辅助佐证

图片 （可选，最多１０张）；对本人上报周期 （当

月）上报的检查结果的修改

ＡＰＰ

４　感染质量现场考核评价系统开发

４１　信息初始化

系统首次启用时需要进行初始化，之后创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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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员和检查用户，均键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且检查用户仅可在ＡＰＰ端登录。系统操作界面设置

不同检查区域 （如临床、医技、辅助科室等），选

择检查区域后出现检查／评价项目表，信息包括项

目表名称、检查项目条款、条款下细则以及细则对

应的扣分分值等。感染质量评价系统架构，见图２。

每个检查区域下可能有１张或多张检查表，每个科

室或护理单元对应１张检查表。

图２　感染质量评价系统架构

４２　数据采集管理

可随时选择检查项目并在手机本地保存，待检

查完毕将检查结果提交到服务器。随时保存可以避

免检查时间过长、手机系统异常时导致检查数据丢

失，ＡＰＰ重启后检查结果能够自动找回。

４３　数据查询分析

选择月、季度、年度等为查询条件，查询和显

示检查上报的数据；也可以选择具体时间段 （开始

日期至截止日期），查询结果显示检查区域、日期、

总扣分分值、检查人等，有助于检查行动的追踪。

点击结果可以查看详细检查记录、统计分析结果，

包括查询周期或指定周期内检查区域排名，按照

月、季、年统计汇总检查结果并以 Ｅｘｃｅｌ报表、饼

图、趋势图等形式输出。

４４　与现有感染监测软件集成

采用数据装载 （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ｏａｄ，ＥＴＬ）

工具进行数据集成；基于标准业务流程执行语言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ＢＰＥＬ）进行应用集成；

采用Ａｃｔｉｖｅ插件等进行界面集成，形成医院感染质

量考核系统，其架构，见图３。

图３　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的感染质量考核系统架构

５　结语

医院感染质量评价系统通过对患者住院环境、

医务人员诊疗操作等现场感染预防控制的评价、监

督、追踪能够及时发现高危环节、高风险操作、高

危因素及需要重点关注的工作人员等，及时改进以

降低感染风险。本研究开发的医院感染现场考核评

价系统是在ＨＩＳ及感染监测软件基础上进行功能开

发，实现医院技术人员与公司产品之间的融合［２－３］，

对落实医院感染预防控制措施有积极推动作用［４］，提

高医院感染管理的灵敏性、准确性，实时、高效地开

展工作［５］。在下一步工作实践中将改进完善医院感染

质量考核系统，推动医院数字化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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