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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患者安全一直是全球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据统计，每年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患者安全不良事件，在发达国家达到10%，发展中国家的发生率
更高。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4年9月成立了世界患者安全联盟，并呼吁各成员国密切关注患者安全。
医院感染问题是影响患者安全的严重威胁之一。
2005-2006年世界患者安全联盟开展以“清洁卫生更安全”（Clean Care is Safer Care）为主题的全球患者
安全挑战行动，目的是加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确保患者获得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
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是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重要内容。
全世界都存在医院感染的问题，它既影响到发达国家，也影响到资源贫乏的国家。
2006年世界患者安全联盟的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有数以亿计的患者由于接受医疗服务时发生医院感染
，从而使其治疗、护理变得更加复杂，导致患者病情加重，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甚至导致残疾
或死亡。
美国每年有200万～300万医院感染病例，其中约8.8万例患者因医院感染而发生死亡，造成约45亿美元
的经济损失。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医疗卫生服务系统担负着艰巨的
任务。
2009年全国医院总数达到20 291所，承担了19.22亿人次的诊疗任务和8 488万住院患者的医疗工作。
面对如此之规模的任务量，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在保证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方面担
负着重要责任，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面临着极大挑战。
因此，加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对于保障患者安全、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费用具有重要意
义。
卫生部非常重视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
2004.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中，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在医院内的感染问题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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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参考版)》由国内数十位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知名专家和学
者，依据国内外有关法规、规范、指南，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工作实践，历时近一年时间，几经讨论、
数易其稿，最终编写而成。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参考版)》有以下特点：提供大量重点部门、重点人群、重点环
节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SOP），便于读者迅速掌握相关操作程序中的关键控制点和
要求，提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效率。
　　提供所涉及的有关表格，可直接从书中复印使用。
　　附录中对临床常见重要耐药菌进行了名词解释，便于理解。
　　附录中收录了有关法规、规范、指南目录，便于查阅。
　　附录中收录了由《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参考版)》作者首次编译的《美国CDC
／NHSN医疗保健相关感染的监测定义和急性医疗机构感染的分型标准（2008）》，便于指导感染病
例监测。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参考版)》不仅是我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医院感染管理
专职人员的必备工具书，而且是医院管理人员、各I临床科室医生和护士以及感染控制的重点科室（如
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检验科、血液透析室、内镜室、药剂科、后勤保障和保洁部门等）工作人员
的工具书。
同时，《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参考版)》还适用于卫生行政人员、卫生执法监督人员以
及疾病预防控制人员等。
此外，《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参考版)》也是我国医学生和护理院校学生在临床实习阶
段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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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重点部位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1.手术部位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2.医院内肺炎预防与控
制标准操作规程3.导管相关血流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4.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
作规程第二篇 重点部门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5.ICU建筑布局和设施管理6.ICU环境管理7.ICU人员管
理8.ICU物品清洁消毒标准操作规程9.感染性手术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10.接台手术医院感
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11.洁净手术室空气净化效果监测标准操作规程12.无陪护新生儿病房医院感
染管理13.产房医院感染管理14.婴儿保温箱清洗消毒标准操作规程15.新生儿沐浴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
操作规程16.新生儿配奶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17.导管室医院感染管理18.血液透析室（中心）
建筑布局与设备设施管理19.血液透析室（中心）人员管理20.血液透析机维护与消毒标准操作规程21.
血液透析治疗区环境及物品清洁消毒标准操作规程22.血液透析室（中心）水处理系统质量控制标准操
作规程23.血液透析器和滤器复用管理24.血液透析浓缩液配制管理25.内镜室医院感染管理26.软式内镜
清洗和消毒（灭菌）标准操作规程27.硬式内镜清洗和消毒（灭菌）标准操作规程28.内镜清洗剂选择标
准操作规程29.口腔科清洗消毒间管理30.牙科综合治疗椅医院感染管理31.口腔手机清洗消毒灭菌标准
操作规程32.消毒供应中心（CSSD）管理33.消毒供应中心（CSSD）建筑管理34.消毒供应中心（CSSD
）设备、设施管理35.消毒供应中心（CSSD）不同区域人员防护着装标准操作规程36.消毒供应中心
（CSSD）耗材管理37.复用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回收标准操作规程38.复用诊疗器械（器具）和物
品机器清洗标准操作规程39.复用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手工清洗标准操作规程40.新启用器械清洗标
准操作规程41.生锈器械清洗标准操作规程42.朊毒体、气性坏疽及突发不明原因的病原体污染器械（器
具）和物品清洗标准操作规程43.超声波清洗机使用标准操作规程44.消毒供应中心（CSSD）清洗效果
检测标准操作规程45.清洗消毒器（机）清洗效果监测标准操作规程46.复用手术器械包装标准操作规
程47.压力蒸汽灭菌器操作标准操作规程48.无菌物品储存与发放管理49.无菌物品下送标准操作规程50.
物品灭菌失败召回标准操作规程51.外来医疗器械清洗消毒灭菌标准操作规程52.感染性疾病科医院感染
管理53.隔离病房设计及管理54.急诊科医院感染管理55.织物清洗与消毒管理第三篇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
制基本方法56.标准预防57.呼吸卫生（咳嗽）礼仪策略58.感染性体液污染的仪器（设施）及环境处置
原则59.安全注射60.接触隔离标准操作规程61.飞沫隔离标准操作规程62.空气隔离标准操作规程63.保护
性隔离标准操作规程64.医务人员手卫生基本原则65.医务人员洗手标准操作规程66.医务人员卫生手消
毒标准操作规程67.医务人员外科手消毒标准操作规程68.手套使用标准操作规程69.面部防护用品使用
标准操作规程70.隔离衣、防护服使用标准操作规程第四篇 职业防护与生物安全71.医务人员锐器伤防
护标准操作规程72.术中锐器伤防护标准操作规程73.血液和体液皮肤黏膜暴露防护标准操作规程74.个
人防护装备（PPE）穿脱次序标准操作规程75.锐器伤防护安全器械选用标准操作规程76.医务人员职业
暴露防护处置标准操作规程77.实验室生物安全实施标准操作规程78.实验室操作生物危害防护标准操作
规程79.实验室意外事件或事故处理标准操作规程80.微生物实验室菌（毒）种生物安全管理81.微生物
标本运送标准操作规程82.生物安全柜标准操作规程第五篇 临床微生物标本采集与运送83.血培养标本
采集、运送与报告标准操作规程84.痰标本采集与运送标准操作规程85.手术部位感染标本采集及运送标
准操作规程86.尿液标本采集和运送标准操作规程第六篇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87.围手术期预防性抗
菌药物应用标准操作规程88.内科及儿科领域抗菌药预防性应用标准操作规程89.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
管理90.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标准操作规程第七篇 耐药菌监测、预防与控制91.细菌耐药监测标准操
作规程92.多重耐药菌（MDROS）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93.艰难梭菌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第八
篇 消毒药械和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器具管理94.消毒药械管理95.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器具管理96.
医院常用液体消毒剂使用标准操作规程第九篇 医院环境清洁、消毒与监测97.环境微生物监测标准操作
规程98.手部微生物学监测标准操作规程99.自制医疗用水微生物学监测标准操作规程100.消毒液质量监
测标准操作规程101.环境清洁效果监测标准操作规程102.医院空调系统管理与维护103.医院空气净化消
毒器（机）使用标准操作规程104.医院洁净系统医院感染管理105.医院建筑修缮感染管理106.环境清洁
标准操作规程107.环境消毒标准操作规程108.无菌检验标准操作规程第十篇 医疗废物与污水管理109.污
水处理标准操作规程110.医疗固体废物处理标准操作规程第十一篇 医院感染病例监测111.全院综合性
监测标准操作规程112.医院感染横断面监测标准操作规程113.ICIU医院感染监测标准操作规程114.手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

部位感染监测标准操作规程第十二篇 医院感染暴发与处置115.医院感染暴发报告标准操作规程116.医
院感染暴发确认标准操作规程117.医院感染暴发处置标准操作规程118.同源性分析标准操作规程第十三
篇 医院感染知识培训与管理119.医院感染专职人员知识培训制度120.全院工作人员医院感染知识培训
制度121.工勤人员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制度122.新职工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制度123.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会
议标准操作规程附录附录一 名词解释附录二 2000～2010年医院感染管理有关部分国家法规、规范、指
南名录附录三 WHO／美国CDC有关感染控制的部分指南名录附录四 美国CDC／NHSN医疗保健相关
感染的监测定义和急性医疗机构感染的分型标准（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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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收集与暂存1.污染的窗帘、床单、被服、工作服（以下统称为织物）应分类收集，并打包
后方可在院内外运送。
2.收集人员严禁在病区内进行逐件清点与清理，应尽量减少对污染织物的抖动行为。
防止织物上病原微生物向周围环境扩散。
3.包装污染织物的袋子，应采用不宜渗漏液体、便于清洗的可反复使用的材质制作。
严禁采用污染的床单等污染物来包裹。
4.包装袋外层应有醒目的污染织物专用的字样，如污染被服袋、污染工作服袋。
5.收集的污染织物如需暂存时，应以打包形式存放，严禁与任何清洁物品存放在同一房间内。
6.污染织物暂存间与洗衣房应有机械通风装置，并充分考虑到在满负荷状态下的通风量，以防止空气
中微生物的累积。
机械通风的排风口设计应考虑对人员与环境的安全因素；通过建筑物屋顶排向大气，是一个较好的选
择，但会带来管道与施工上的额外费用。
二、清洗与消毒1.水不能完全清除织物上附着的微生物、有机物等，通常推荐洗涤的水温在22～50°
通过洗衣机的循环，洗涤剂的作用，以及严格控制含氯漂白剂的用量，微生物污染的载量会得到满意
的下降。
2.普通织物在清洗的过程中，选择高温处理是最佳的消毒方法，推荐清洗的水温为71℃，并至少持
续25min。
3.明确感染性物质污染的织物，采用加氯清洗是安全的，可在漂白环节中，将余氯含量控制在50
～150mg／L。
4.对来自传染病房、烧伤病房的织物，推荐的清洗过程中所选择的高温为90℃，并至少持续25rain；或
采用有效氯500mg／L的消毒洗衣粉溶液洗涤30～60min，然后用清水漂净。
5.有明显血、脓、便等污染的织物，被视为感染性织物。
在使用高温水洗前，先用冷洗涤液或1％～2％冷碱水将血、脓、便等有机物洗净，再按传染性衣被洗
涤消毒。
洗衣房无完善的污水处理装置，应对该洗液进行消毒（如投氯消毒，总余氯含量不低于10mg／L）处
理后，方可排入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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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参考版)》是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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