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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因分析法在医院感染漏报病例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周丽敏 

蓬溪县人民医院  四川蓬溪 

【摘要】目的 研究根因分析法在医院感染漏报病例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方法 在本文研究中将医

院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100 例收治时间在 2016 年度 2 月-2019 年度 6 月，在医院感染漏报病例管理中采

取根因分析法，分析实施前后的漏报率，并比较感染部位的。结果 实施前，漏报的有 10 例、漏报率为 10.00%，

实施后、漏报的有 2 例、漏报率为 2.00%，实施后的医院感染漏报率和实施前相比，具有显著差异，（P＜
0.05）。结论 通过在医院感染漏报病例管理中实施根因分析法，取得显著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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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oot cause analysis in the management of underreported cases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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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evaluation of root cause analysis in the management of 
underreported cases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ith hospital infection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100 cases were admitted from February 2016 to June 2019. The root cause analysis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hospital infection underreporting cases to analyze the underreporting rate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And compare the infection site. Result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there were 10 cases of 
underreporting, and the underreporting rate was 10.00%.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there were 2 cases of 
underreporting, and the underreporting rate was 2.00%.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root cause analysis in the management of underreported cases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effects have been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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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上报电子信息系统为医院感染管理中

的重要措施，通过建立病例实时上报的电子系统，

利于临床医生早期对医院感染情况发现，能及时进

行上报，但是漏报的问题依然存在[1]。因此，本次

研究对根因分析法在医院感染漏报病例管理中的应

用效果进行分析，见下文。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在本文研究中将医院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00 例收治时间在 2016 年度 2 月-2019 年度 6 月，

在医院感染漏报病例管理中采取根因分析法，纳入

标准：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临床资料不完

整。男 60 例、女 40 例；年龄范围 20 岁-70 岁内，

100 例患者平均年龄（46.21±1.27）岁。 
1.2 方法 
根因分析法： 
（1）成立根因分析小组，主要由检验医生、流

行病学医生、医院感染监控医生成立，要求组员均

具备专业的知识，具有流行病学调查经验，通过现

场查看、病例查阅、临床沟通等方式，对医院感染

患者病例资料进行收集[2]。 
（2）对近端原因进行查找后，然后确定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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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组成员采用头脑风暴法，结合工作经验，对

医院感染病例漏报情况进行分析，采用鱼骨图形式

排列，对根本原因进行确定，例如：临床人员原因、

管理原因、客观因素等等，再根据上述原因制定整

改措施[3]。 
（3）需要对医院感染的培训教育进行重视，医

院感染管理科应定期组织医生进行感染知识培训，

尤其是对于新入职的医生，采用院内局域网上教育、

知识讲座、岗前培训等方式开展，同时还需要将医

院感染病例微信群建立，每日在群内提醒，同时不

定期推送关于感染知识的内容，每月月底开展总结

大会，对医院感染漏报、错报原因进行分析，开展

集体学习活动，提高医护人员的感染上报意识和业

务能力[4]。 
（4）需要树立医院感染整体理念，将监测质量

显著提高，医院感染监测为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

门之间的配合，还需要将配套的检查设备增加，医

院感染管理科、医务科、信息科、检验科、病案室、

药学部需要保持密切联系，共同配合医院做好感染

各项工作，医院感染管理科可以采用院感监控信息

对患者情况进行了解，若发现可疑病例需要和主治

医生及时开展讨论，及时进行上报，能早期发现医

院感染病例，能预防不良事件发生，有效控制医院

感染。 
（5）需要对医院感染信息监测系统进行完善，

对于监测系统预警功能的不足之处和软件公司进行

沟通，健全预警功能，发现疑似病例时，可及时进

行预警，通知医院感染管理科和科室，及时进行上

报；还需要对医院感染控制和管理力度增强，重点

需要加强对临床医生的管理，明确临床医生在感染

管理中的义务和责任，当监测过程中存在可疑病例

时，需要和主治医生进行沟通，若多次沟通无效，

应将考核分数扣除。 
1.3 观察指标 
对比实施前后的漏报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7.0 统计学软件实施分析，研究数据中的

(T 检验的方式、卡方检验的方式)进行分析，结果数

据中 P＜0.05 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施前，漏报的有 10 例、漏报率为 10.00%，

实施后、漏报的有 2 例、漏报率为 2.00%，实施后

的医院感染漏报率和实施前相比，具有显著差异，

（P＜0.05）。 
3 讨论 
据相关研究显示，医院感染病例漏报情况为医

院感染管理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而降低漏报率在管

理中是一个难题，随着医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新型

技术发展，信息化系统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十分简单

的上报途径，同时还能提高医生对感染病例的上报

率，信息化系统预警功能，能早期发现可疑病例，

早期观察、诊断，并实施有效的措施及时干预[5]。 
根因分析法是一个结构化调查活动方式，主要

目的在于对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进行识别，利于制

定消除问题的措施，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通过实施根因分析法对漏报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进行

调查，发现客观因素、管理因素、人员因素为根本

原因，通过对系统化管理措施进行制定，能提高医

院医生对医院感染管理的业务能力，加强各个部门

的协同合作等，从而将医院感染漏报率显著降低，

利于医院感染管理工作顺利开展[6-7]。 
在根因分析法的基础之上，制定出以下措施，

从而减少或者降低医院感染病例漏报情况的发生。

首先，要加强医院内和医院外的宣传力度，建立好

培训和教育的体系，提升临床医护人员医院感染意

识。对医院感染相关的培训，要强化院、科两级的

分工，定期的邀请相关的专家或者专业人士进行相

关知识的宣传，定期讲课，提升临床医护人员的培

训和学习的机会[8]。医院的感染科，要对相关的感

染分析以及预防办法编制成册，下发到各个科室当

中，便于医护人员进行学习，此外，利用先进的信

息化技术，比如办公自动化系统、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将相关的资料发放至云端，便于医护人员自行

进行下载和学习，并且，定期的督促医护人员进行

相关的学习，为临床医护人员提供便捷的资料获取

途径。其次，不断优化医院感染信息监测系统功能。

对医院的感染病例的报告手续和流程进行简化，提

升临床医生的报告依从性，利用和开发医院感染信

息监测系统，一旦发生疑似病例，要及时的上报和

处理，并且进行及时的预警，做好相关科室的预防

工作，在有需要的时候，建立监测管理和统计查询

模块，帮助医院和临床更好的发现疑似病例，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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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预防[9]。第三，对院内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开

发和充分利用。将医院内的感染管理科与信息部结

合和联合起来，从而将医院内部抗菌药物申请使用

系统和管理系统进行建立，建立后，超过用药时长

的患者，将会作出提醒，临床看到后，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用药，或者终止用药，所

有记录均以申请单的形式出现，感染管理科要对患

者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一旦发生疑似病例，要及时

的处理，做好预防工作。建立细菌送检结果查询系

统，感染管理科的相关人员，要对患者的信息定期

的查询和查看，对相关患者进行微生物的培养，一

旦呈现阳性，要及时的诊断和评估，并且做出书面

的解释和说明。第四，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力度。对

临床医师进行良好的管理和监测，一旦发现问题，

要及时的与医生进行沟通，并且将医生的相关行为

纳入奖惩制度内，并且每周召开例会，在例会当中，

指出问题所在，从而对医生的行为进行规范。第五，

加强沟通。医院内部的感染管理科人员要与医师进

行沟通，利用不同的平台，比如医院内的管理系统，

比如微信群、QQ 群等，积极的与临床医护人员进行

沟通，一旦发现问题，要协助医护人员进行积极的

解决，积极的想办法，消除医护人员发现问题只会

慌张的情况，共同协作，将临床管理水平进行大大

的提升。第六，信息反馈。每一次的沟通结果，要

充分的形成文字，上传至相关的云平台，并且每周

进行微生物检测的结果，也要上传至云平台，将记

录的数据进行完整的保存，并且未出现问题的科室

和医护人员要给予奖励，出现问题的科室和医护人

员要给予惩罚，做好奖惩分明。第七，多部门协作。

医院的感染管理科、检验科、信息科等部门要多部

门协作，做好科室内的密切的联系，共同做好医院

感染管理工作，将医院内部的感染情况大大降低，

将医院内的安全性大大提升。 
经研究表明，实施前，漏报的有 10 例、漏报率

为 10.00%，实施后、漏报的有 2 例、漏报率为 2.00%，

实施后的医院感染漏报率和实施前相比，具有显著

差异（P＜0.05）。也说明根因分析法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通过在医院感染漏报病例管理中实

施根因分析法，取得显著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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