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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先进诊断、治疗仪器的应用，各种介入性诊疗技术、侵袭性操作
的增加，抗生素的更新换代和广泛应用，以及病原类型的变化，使医院感染已成为当前临床医学、预
防医学和护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医院内感染的发生，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病痛，使死亡率上升，而且治疗费用也随之增加，同时还影响
医院的医疗质量；医院耐药菌株的产生和传播，又对社会群体造成新的威胁。
因此，加强医院感染控制和管理已刻不容缓。
医院感染管理是医院质量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医疗安全最重要的一环。
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减少医院感染的各种危险因素，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保证病人和医护人员不发
生或少发生交叉感染。
控制医院感染的手段，首先是提高医院各类人员对医院感染的认识水平，增强责任心，在日常诊疗工
作中树立主动预防医院感染的意识；其次是保证医院医疗用品的消毒灭菌质量；还要加强抗感染药物
合理应用的管理；同时针对各项监测指标了解医院感染发生动态，加大监管力度确保预防和控制措施
落到实处。
所以医院感染管理是一项全员、全方位的管理工作，需要广大医护人员不断学习相关知识，掌握基本
的医院内感染控制方法，共同参与朝着“零感染”的方向而努力。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以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为目的，临床实践为基础，针对护理本科教育的特点和学生
应具备的医院感染知识以及在诊疗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医院感染相关问题，我们查阅、参考了目前已出
版的国内外医院感染有关的专著和文献，收录了国家卫生部颁发的医院感染管理法规中的部分内容，
基本能满足护理本科教学的需求。
该书共分为十三章，涉及的内容有：医院感染概论、医院感染流行病学、医院感染管理与控制、医院
感染监测、消毒灭菌方法、重点部门的感染管理、常见医院感染的预防、医院感染与抗菌药物、侵入
性诊疗相关感染以及医院感染的科研方法等。
内容丰富、可操作性强，本书既注意到理论和实践并存的原则，也介绍了许多医院内感染控制的新技
术，还吸收了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
不仅可作为护理专业使用的教材，亦可作为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继续教育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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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十三章，涉及的内容有：医院感染概论、医院感染流行病学、医院感染管理与控制、医院
感染监测、消毒灭菌方法、重点部门的感染管理、常见医院感染的预防、医院感染与抗茵药物、侵入
性诊疗相关感染以及医院感染的科研方法等。
内容丰富、可操作性强，本书既注意到理论和实践并存的原则，也介绍了许多医院内感染控制的新技
术，还吸收了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
不仅可作为护理专业使用的教材，亦可作为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继续教育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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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医院感染与微生物教学目标：1.掌握引起医院感染的常见病原菌；2.了解微生物的分类；3.了解
细菌感染的方式；4.了解微生物检验结果的感染判断标准。
第一节 微生物分类命名与感染一、细菌分类（一）细菌的分类学基础细菌分类学是微生物分类学的一
个分支，是对细菌进行分类、鉴定及命名的一门学科。
细菌学分类的实用价值是对已被发现的细菌进行分类、命名与检索，并对细菌感染的诊断和患者血清
中抗体的评价，参考菌株和标准菌株的确认，分离菌株的鉴定，药物敏感试验及其选择，科研成果的
认定，学术论文撰写与发表，国际的交流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细菌的分类与其他生物分类相同，分类单位为界、门、纲、目、科、属、种的7个等级。
常规鉴定中常用的分类单位是科、属、种。
在各等级之下还设有“亚级”分类，实际是由最小单位顺次向上单位的分类。
在同一类别中又有相近似的近缘细菌，相近的种归为一属，相近的属归为一科，以此类推。
“种”是细菌分类的基本单位，种以下还有亚种和变种或再分生物型、血清型、毒素型、噬菌体型及
细菌素型。
相同的种或型由于来源不同，称为“株”。
型别区分在流行病学调查和医院感染的发现与检测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细菌的命名细菌的命名是由国际细菌命名法规所决定的。
生物体命名通常采用林奈的双命名法，一个细菌的名称由两部分组成：属名和种名。
每种细菌有学名和通俗名。
学名即为细菌的本名，是国际通用的命名。
学名如翻译为自己国家语言的命名，即为通俗名。
因此一个国家的通俗名与国际通用的学名有时是有差别的。
通常以细菌的某种显著特征或以最初发现该菌的地点或对细菌学工作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姓氏等作
为细菌的名称。
细菌的中文译名，按照习惯，一般种名放在前面，属名放在后面，如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细菌实验室发出的报告，应符合双名命名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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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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