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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院感防控

□李六亿

近期，我国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
控制工作备受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
连续通报多起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感染
新冠肺炎甚至个别医院发生医院内聚
集性感染的事件。今年 8 月，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医疗救治组密集发文，对
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
工作机制、人员配备管理和定点医院
感控工作提出要求。医疗机构感染防
控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
高度重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
落实落细的重要工作。

我国政府对医院感染高度重视，
当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院感染管理

法规体系。医疗机构内感染管理组织
逐步完善，培养了一支医院感染监测、
控制和管理的专业队伍。2016年，一
项对全国166家二级以上医院的调查
显示，99%的医院建立了独立的感染
管理部门；医院专职人员基本达到每
250张实开病床配备1名专职人员，其
中 医 生 占 比 为 37% ，护 士 占 比 为
47%。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的制度不
断完善，标准预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感染防控措施的落实不断推进。在
2003年以前，医务人员手卫生意识不
强，非典疫情使人们认识到手卫生的
重要性。2016年的调查发现，医务人
员手卫生的依从性提升到70%。手卫
生措施在医疗机构内的落实与推进，
是各类感染防控措施在医疗机构内落
实的典型代表。

经过30多年持续努力与改进，医
疗机构感染防控取得了实效。我国住
院患者的医院感染发生率从 1987 年
的5.17%下降到2015年的1.46%，为提
高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作出了重
要贡献，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卫生资
源。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秉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我国采
取了全球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策略，
有效控制了疫情在医院内的传播，也
使我国医务人员感染数量和感染比例
都处于全球的较低水平。

我国感染防控工作取得的成绩有
目共睹，但尚不能满足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需要，尤其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医院感染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
挑战，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某些医疗
机构的感染防控制度有待完善，感染

管理组织还比较弱，专职人员的数量
不足、素质有待提升、队伍不稳定，医
务人员的培训与考核有待加强，防控
措施落实需要细化，感染防控的创新
力驱动不足，地区间、不同医院间的感
染防控水平参差不齐等。要解决这些
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
整体、系统思维，从体系、机制建设入
手，既要解决眼前问题，又要着眼长
远。这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管理
者提高重视程度，加强顶层设计，同时
需要感染防控专业人员和广大医务人
员共同努力，贡献智慧。

（作者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
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国家卫
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专家
组成员）

院感管理持续改进要有系统思维

□姚常房（媒体人）

9 月 17 日是第三届世界患
者安全日，本届活动主题是“孕
产 妇 和 新 生 儿 的 安 全 照 护 ”。
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和我国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呼
吁全社会一起提高孕产妇和新

生儿的安全照护水平，意义重大。
我国孕产妇和新生儿安全在全

世界都是拿高分的。从全球来看，
我国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远低于中
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孕产妇死亡
率远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
平。从纵向看，与 2015 年相比，2020
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
的下降幅度分别为 15.9%和 33.3%。

目前，我国每个县（市）至少有一家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
母婴安全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呵
护。比如，保障管控区域内的母婴
就医需求，为管控区内的孕妇上门
做 产 检 ，成 立 高 危 孕 产 妇 救 治 小
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排“120”救
护车接送孕妇，为孕产妇和新生儿

开辟绿色生命通道。再比如，不少
医院为孕产妇和儿童提供线上咨询
和健康科普，组建微信群开展健康
管理，开发新生儿病房远程探视系
统等，通过新技术、新手段坚守母婴
安全底线，提高就诊效率，改善就医
体验。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
化叠加“三孩政策”出台，孕产妇和

新 生 儿 安 全 照 护 工 作 面 临 新 的 挑
战 ，医 疗 机 构 应 该 做 好 充 分 的 准
备。比如，在有条件的助产机构设
置发热门诊，对发热孕产妇进行排
查，把疑似或确诊孕产妇尽快转诊
至定点医院；在疑似或确诊产妇分
娩时，加强产科儿科合作；助产机
构 、定点机构 、危急重症救治中心
加强合作，确保信息联通 、转运有
序；把孕前 、孕期的优生咨询和产
前检查 、诊断做到位；扩大新生儿
疾病筛查病种范围，做到早筛早诊
早治……

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关系到
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全社会都应给
予他们更多关心、关爱和照护，牢牢
守住母婴生命安全底线。

照护母婴生命安全还需做更多

□杨朝清（教师）

据近日的《广州日报》报道，
新学期头两周，广东省广州市某
初中体育教师李言益感叹，当了
7 年体育老师，第一次感到腰板
硬了，说话有底气了。另一位体
育老师刘志明说：“从开学这两周
看，我每周18节课没有一节被占
用过。”一名小学校长则表示，4
名体育老师已经不够用了，正考
虑要增加两名体育老师。

从过去的被边缘化到如今的
不够用，体育老师的工作状态有
了明显改观，这无疑是教育指挥
棒的作用。不论是“双减”政策，
还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体育教
育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和认识。促
进孩子身心健康，体育的作用不
可或缺。它不仅有助于增强身体
素质，也有助于调节身心状态，帮助
孩子们拥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心。

“体育老师火了”，是对功利
化、短视化教育理念的纠偏。以
体育智、以体育心，坚持健康第一
的教育理念，有助于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也是建设健康中国和人
力资源强国的需要。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
体育兴。体育教育的目的不是为
了各类考试，而是要将运动理念、
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帮助他
们养成终身受益的锻炼习惯。从
这个角度上说，“体育老师火了”
不仅是体育老师的幸事，更是孩
子们的幸事。

“体育老师火了”
是孩子们的幸事

本报讯 （记者孙国根）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陈仁杰教授团队采用固
定群组研究设计方法，研究了细颗粒
物（PM2.5）不同组分与超细颗粒物
（UFP）对儿童呼吸道健康的影响及机
制，发现PM2.5及超细颗粒物短期暴
露对儿童肺功能等有显著负面影响。
这一研究成果对制定优化大气颗粒物
的防治政策和保护易感人群具有重要
的意义。近日，该成果已先后发表在
国际环境与健康领域期刊《环境污染》
和《总体环境科学》上。

陈仁杰团队在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月，以上海市徐汇区某小
学 62名学龄儿童为研究对象，进行
了3轮随访，同期监测大气PM2.5组
分及超细颗粒物的浓度，收集并测定
了受试儿童的呼出气一氧化氮、肺
功能指标、口腔颊黏膜微生物样品
及唾液样品，且在实验室测定了唾液
样品中的炎症指标肿瘤坏死因子的
水平。

陈仁杰团队应用线性混合效应模

型首先分析了PM2.5组分及超细颗
粒物与肺功能指标、气道炎症指标间
的关系。结果发现，在调整了儿童的
性别、年龄等潜在的混杂因素后，短期
暴露于PM2.5及超细颗粒物，可升高
儿童气道炎症水平，降低肺功能。

进一步研究发现，PM2.5及超细
颗粒物短期暴露会改变儿童颊黏膜微
生物菌群。研究团队在比较了受试儿
童的高低暴露组之间颊黏膜微生物群
落的差异后证实，短期暴露于较高水
平的PM2.5和超细颗粒物会显著降
低儿童颊黏膜微生物菌群多样性。而
微生物菌群多样性对健康有益。研究
团队通过深入研究发现，PM2.5高暴
露组中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
低暴露组；超细颗粒物暴露主要与链
球菌、孪生球菌增加，以及放线菌减少
有关。

上述菌群变化表明，PM2.5高暴
露组和超细颗粒物暴露会有升高呼吸
道致病菌定植的风险，进而潜在导致
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大气颗粒物暴露
改变儿童颊黏膜微生物菌群

本报讯 （特约记者严丽 通讯
员董湘凌 林国强）患者邓某因置换
的生物瓣膜超出“保质期”，出现了二
尖瓣重度返流、心功能不全等情况。
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脏大血管
外科团队成功为其实施了经心尖导管
二尖瓣“瓣中瓣”植入手术，术后患者
恢复顺利。

64岁的患者邓某半年前开始出
现双下肢水肿、腹胀，经检查发现二尖
瓣重度返流、心功能不全。原来，
2009年，邓某接受了生物瓣膜置换手
术，在二尖瓣、主动脉瓣的位置植入了
新的“阀门”。当时，手术医生就向其说
明，植入生物瓣膜与机械瓣膜相比，不
用终身服用抗凝药，更符合人体血流动

力学，但有一定的“保质期”，达到期限
后，植入的“阀门”会出现功能障碍，引起
心脏功能不全，需再次进行置换瓣膜。

考虑到邓某有中风病史，年纪大、
病情重、并发症多，进行二次开胸手术
风险高，湘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心
脏瓣膜微创团队在科主任罗凡砚教授
的带领下，结合各项检查检验结果，为

其制订了“瓣中瓣”植入术方案——即
经心尖导管二尖瓣“瓣中瓣”植入术。
在患者主动脉瓣膜功能未见异常、二
尖瓣需要置换的情况下，经心尖导管
二尖瓣“瓣中瓣”植入术不仅可以避免
二次开胸手术，还能规避若干年后患
者出现主动脉瓣功能障碍进行第三次
开胸手术的风险。但这种术式对手术
团队整体水平的要求非常高。

在多学科的通力协作下，心脏瓣
膜微创团队克服了出血、心律失常、瓣
膜钙化严重、环囊偏移、支架瓣膜释放
定位等多个困难，最终成功施行手术。

手术不用开胸，心脏不停跳，该术
式对生物瓣膜毁损的老年心脏瓣膜病
患者而言，是新的微创手术选择。

手术不开胸 心脏不停跳

二尖瓣“瓣中瓣”植入成功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杜巍巍 通
讯员龚雨西）吴女士患有罕见的双子
宫，多年未孕，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
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杨菁教
授团队为其行宫腹腔镜双镜联合下的
双子宫融合术，将两个独立的子宫“合
二为一”，同时利用试管婴儿技术为其
成功助孕。近期，吴女士顺利娩出一
名健康女婴。

5年前，32岁的吴女士在做孕前
检查时，通过B超得知自己有罕见的

双子宫，属于先天性生殖道发育畸
形。2018年，吴女士和丈夫来到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找到杨菁
团队。医疗团队决定采用“双子宫融
合手术+试管婴儿技术”综合方案，助
吴女士圆当母亲的梦。

夫妻俩一共成功获取了10枚优
质胚胎。优质胚胎是生育的“种子”，
随后还要解决生育的“土壤”问题。杨
菁介绍，正常形态的子宫具有对称性，
并能提供一定的有效容积，让胚胎在

宫腔内逐渐长大。而吴女士的双子宫
是两个狭窄的宫腔，无法供给胚胎足
够的有效容积，且双子宫造成了患者
经血不通畅，患上子宫内膜异位症，并
有卵巢功能减退等并发症，这也是吴
女士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

2019年3月，杨菁团队为吴女士
实行了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先将双子
宫内侧壁分别横向切开至合适位置，
然后将两个子宫切开的前壁与后壁分
别进行纵向缝合，最后将宫底缝合成

型，形成一个新的具有较大宫腔容积
的正常形态子宫。

术后，杨菁为吴女士制订了详细
的备孕方案。严格避孕一年后，宫腔
镜复查发现新子宫内宫腔宽敞，宫底
平坦，子宫形态恢复良好，生育的“土
壤”已经备好。2020年年底，吴女士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顺
利接受了冻胚移植。经过38周的孕
期，今年8月底，怀孕足月的吴女士在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产科接受剖宫产
术，生下一名3700克的健康女婴。

杨菁提醒，并不是所有的双子宫
患者都要进行手术，但如果双子宫患
者有生育要求，并有不孕、不良孕产
史，可考虑行宫腹腔镜联合手术。手
术治疗可改善子宫形态，扩展宫腔面
积，减轻子宫内压，改善子宫内膜血
流，有利于受精卵着床及预防流产。

备孕遇上双子宫 医生妙手“二合一”

多年未孕女子升级为母亲

北京妇产医院开展
预防出生缺陷义诊

本报讯 （特约记者巢伟 通讯
员费秀珍）在今年的中国预防出生缺
陷日来临之际，北京妇产医院东院区
在门诊大厅开展了2021年“健康孕育，
护佑新生”预防出生缺陷义诊活动。

该院院长阴赪宏带领8名妇产专
家，开展咨询、义诊，宣传预防出生缺
陷健康知识。据悉，该院日前成立的
母胎医学科可为出生缺陷的预防、诊
断、宫内治疗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开栏的话

医疗机构感染防控是
不可突破的底线。我国感
染防控工作取得的成绩有
目共睹，但尚不能满足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尤其是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医院感
染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困
难和挑战，暴露出一些问
题。从今天起，本版开设专
栏，约请专家针对目前院感
防控存在的问题谈思考提
建议，以期为医疗机构做好
院感防控工作提供指导和
借鉴。

本报讯 （记者付东红 通讯员
景文展）《柳叶刀·西太平洋杂志》近日
在线发表了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
民教授课题组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妇幼保健中心王爱玲教授课题组合
作完成的研究论文《2015—2020 年
中国2853个县9000万孕妇HBV感
染情况：一项全国性观察研究》。这是
中国最大的以人群为基础的针对孕妇
的横断面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
2015年至2020年，中国孕妇乙肝病
毒感染呈中度流行，且流行率持续下
降。然而，在省级和县级水平上，乙肝
病毒感染的流行率仍存在差异。

刘民介绍，作为重大传染病之一，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全球面
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是
HBV感染所致疾病负担最大的国家，
也被认为将是实现2030年全球消除
乙型肝炎威胁目标的主要贡献者。但
有关中国孕妇 HBV 感染的流行特
征，尚未见报道。

该研究的数据来自国家预防艾滋
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艾梅乙
项目）。研究结果显示，2015—2020
年，中国大陆共有9087万名孕妇进行

乙肝病毒检测，其中约560万名检测
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孕妇中乙肝病
毒感染的流行率从2015年的 7.30%
下降到2020年的5.44%，处于世界卫
生组织对乙肝病毒感染规定的中度流
行水平。研究结果还显示，与2015年
相比，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有所
缩小。省级和县级乙肝病毒感染的流
行率也出现了下降。2015—2020
年 ，大 部 分 省 份（90.3%）和 县
（76.96%）的乙肝病毒感染的流行率
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差异。

刘民指出，国家艾梅乙项目可以
为更好地实现2030年消除乙肝的目
标提供独特的机会和平台，通过在疾
病早期阶段识别乙肝病毒感染的孕妇
及其高危家庭成员，以促进实现消除
乙肝的发病率和相关死亡率的目标。
这需要在现有的国家规划和资源中更
好地整合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建
立一个涵盖全生命周期的乙肝病毒感
染的预防、筛查、诊断和治疗的综合防
控系统。未来的研究应在国家艾梅乙
项目的基础上，探讨实现2030年消除
乙肝目标的有效策略，以减少发病率
和乙肝相关的死亡率。

我国孕妇乙肝病毒感染
流行率持续下降

无偿献血 让爱传递

9 月 15 日至 16 日，贵阳市南
明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图为 9 月 15 日，南明区人
民检察院的干部职工正在参与无
偿献血。 赵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