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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
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总体部署要求，我区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和广大卫生工作者始
终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践，我区深化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稳步实施。以拉萨为中心，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
本建立，卫生队伍不断壮大，农牧区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
面实施，医疗卫生服务面和可及性不断扩大，深化改革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
众。为全面深化我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14 年我区印发了 《西藏自治区关
于公立医院改革的指导意见》，确定了我区公立医院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
标，以及完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内部运行机制、补
偿机制，加强公立医院管理，改革公立医院监管机制六项重点任务。我区以加
强内涵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全面启动。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深化医疗改革的工作，特别是深入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
革工作，进一步加强县级医院院感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规范县级医疗机
构院感标准化操作及管理，中国－澳大利亚西藏卫生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按照
国家关于县级医疗机构卫生服务技术规范要求，紧密结合我区实际，以加强和
改进县级医疗机构院感管理，增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院感意识，提升医疗卫
生服务质量为目标，邀请自治区卫生计生委、青海省交通医院、西藏大学和自
治区第二人民医院等多方专家，参阅区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在总结我区县级医
院院感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编撰了 《西藏自治区县级医院院感
手册》一书。该书章节扼要、内容精练、实用性强，完全符合我区县级医院
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我区公立医院 “关于强化以内涵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公
立医院内部管理，努力让群众看好病，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和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医疗改革总体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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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县级医院院感手册》是增强县级医院院感意识，规范院感管
理工作流程，帮助建立院感管理监控体制，指导县级医院院感人员工作实践的
重要参考书目和业务指导手册，将为进一步提升县级医院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发挥积极作用，为“健康西藏”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编委会

201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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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医院感染概述

一、医院感染

医院感染是指住院患者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既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
染，也包括在住院时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入院前已开始或入院时
已处于潜伏期的感染。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也属医院感染。

二、医院感染管理

医院感染管理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针对诊疗活动中
存在的医院感染、医源性感染及相关的危险因素进行的预防、诊疗和控制的活
动。

三、医院感染管理三级网络组织

医院感染管理三级网络组织依次是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医院感染管理
科、各科室医院感染监控小组。

四、医院感染管理的目的

通过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措施，达到预防和控制患者以及医院工作人员
的医院感染，使医院感染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水平。

五、医院感染管理措施

( 1) 按照消毒、无菌原则操作。
( 2)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 3) 重点部门感染管理。
( 4) 一次性使用医疗器具的管理。
( 5) 消毒药械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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