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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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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各级结核病防治机构'简称-结防机构.(门诊和实验室结核感染控制中管理措施的实施现

状进行统计分析及其主成分分析#为进一步规范结防机构结核病感染控制管理措施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

现场观察和现场询问的方式调查我国
$/

省
/$/

家结防机构'采用目的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的门诊

和实验室结核感染控制中管理措施的实施情况#调查内容包括调查机构的优先就诊措施,患者隔离措施,健康教育

和痰盂放置等
$2

个指标#收集各项指标数据并进行描述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 结防机构在结核病门诊提

供结核感染控制宣传资料,为就诊者在就诊前进行常规咳嗽筛查和实验室优先收治疑似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标本这

三个方面的实施率较高#分别为
00&/=

'

$0P

"

/$/

(,

01&2=

'

$0$

"

/$/

(和
02&(=

'

$0%

"

/$/

(/在咳嗽患者排队就诊时

门诊有单独的候诊区和门诊放置带盖痰盂方面#被调查机构的实施率仅为
12&/=

'

$$1

"

/$/

(和
2P&)=

'

$%$

"

/$/

(/

管理措施主成分分析将指标由
$2

个指标概括为
P

个主成分因子#分别为门诊对就诊者的隔离和优先就诊综合因

子,门诊对患者早隔离措施因子,就诊者自我隔离措施因子,门诊健康宣传教育措施因子,实验室对传染性患者优

先收取标本因子,门诊放置带盖痰盂因子和门诊指定留痰区域因子/结论 各级结防机构结核感染控制的管理措

施实施还不到位0主成分分析方法能够将
$2

个指标综合为
P

个主成分#综合反映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

核感染控制中管理措施的实施情况#并根据主成分因子及其贡献率形成综合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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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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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系统机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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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医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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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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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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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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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

性疾病#主要引起肺部的病变#但也可感染其他部

位/结核病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肺结核患者咳嗽或打

喷嚏等喷出飞沫核传染给其他人/目前#结核病仍

然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之一#每年感

染结核分枝杆菌者中有
1=

"

$1=

将成为结核病患

者#而中国是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

$

&

/国内

外关于结核病的研究表明#医务人员是结核分枝杆

菌感染的主要人群之一%

/.0

&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发

布了关于医疗卫生机构结核感染控制策略#并建议

从组织管理控制,环境和工程控制,个人防护三方面

进行%

(

&

/随后#我国于
/%$%

年和
/%$/

年分别发布

了*中国结核感染预防控制手册+

%

$%

&和*中国结核感

染控制标准操作程序+

%

$$

&

#以指导全国的医疗机构

进行结核感染控制工作0并制定了*医疗机构结核感

染控制评价表+#用于评价医疗机构各项感染控制措

施的实施/本研究在进一步了解我国各级结核病防

治机构'简称-结防机构.(管理措施的实施现状的基

础上#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找出管理措施的主成分

指标#形成综合评价模型#以方便我国结防机构结核

感染控制工作的评价#为进一步制定感染控制措施

提供依据/

资料和方法

一,研究现场和对象

根据各省结防机构的工作现状,人力资源情况,

课题合作意愿,东中西部经济条件等#于
/%$'

年

/

4

$%

月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采用目的抽样和典

型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每个地区抽取
2

个省#共

$/

省0每个省抽取
'

个市#共
')

个市0每个市抽取

2

个县#共
$22

个县/在每个省抽取至少
$

个省级

结防机构#在每个市抽取至少
$

个市级结防机构#在

每个县抽取至少
$

个县级结防机构#共抽取
/$/

家

结防机构#其中
$'

家省级结防机构#

2P

家市级结防

机构和
$1/

家县级结防机构0调查机构的类别以隶

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结防所,定点医院,综合医院

和独立结防所较多#分别为
$%2

家,

')

家,

2%

家和

/)

家0对其结核病门诊,实验室的结核感染控制中

管理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二,调查内容和方法

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计的*结核病防

治机构结核感染控制调查表+#采用现场观察和现场

询问的方法收集各级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

结核感染控制管理措施的实施情况#包括早发现早

诊治措施,隔离措施,宣传教育等方面/

三,数据整理和分析

由经过培训的录入员使用
3

R

#X5B5'&%

软件建

立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双录入/使用
KMKK/$&%

统

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

/ 检验,主成

分分析/

#

/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

e%&%1

/

主成分分析分析是一种用于综合评价的多元统

计方法#第一步先将数据进行标准化#

%+,e

'

%+g%

("

&+

#

%+,

为标准化数据#

%+

为原始数据#

%

为原始数据

平均值#

&+

为原始数据标准差0第二步根据拟标准化

数据#求出相关关系矩阵
#e

'

%+

(

-l-

#

.+

/

$

-

(

-

+

/

$

'

%+

0

%

("

&+

0第三步计算主成分的特征值#

$

$

$

$

/

$

7

$

+

$

%

#再求出各相应的特征向量
1+

#可以得出

主成分
'+

/

(

-

+

/

$

1+%+

0第四步计算主成分的方差贡献

率和累计贡献率#贡献率
2+

/$

+

"

(

-

+

/

$

$

+

#累计贡献率

"/

(

2+

#综合评价模型
3

/

(

2+'+

%

$/

&

/以上计算

均由
KMKK/$&%

统计软件直接计算出/主成分分析

以累计贡献率
$

P%=

来提取主成分指标/

结
!!

果

一,各级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核感

染管理措施的实施情况

所有被调查机构在结核病门诊均在提供结核感

染控制宣传资料,为就诊者在就诊前进行常规咳嗽

筛查和实验室优先收治疑似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标本

这三个措施方面实施率较高#被调查机构总的实施

率分别为
00&/=

,

01&2=

和
02&(=

/在咳嗽患者排

$

%/1

$

中国防痨杂志
/%$0

年
1

月第
2%

卷第
1

期
!

>?#-@A-B#BC8DE9

#

F5

G

/%$0

#

<"6&2%

#

H"+1



队就诊时门诊有单独的候诊区和门诊放置带盖痰盂

措施方面#被调查机构总的实施率仅为
12&/=

和

2P&)=

/在门诊将结核病患者与其他患者分开的措

施方面#省级,市级和县级结防机构的实施机构数分

别占各级机构总数的
$%%&%=

,

0P&/=

和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

!e%&%%)

('表
$

(/

二,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核感染管理措施指

标的主成分分析

对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核感染控制

工作中管理措施的
$2

项主要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结果显示#各指标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不

强'表
/

(/根据累计贡献率
$

P%=

的原则提取出

P

个主成分来代表大部分指标的信息/因子
$

特征

值为
'&1)'

#方差贡献率为
/1&21/=

0其次为因子
/

的特征值为
$&)2/

#方差贡献率为
$$&P/(=

0因子
'

特征值为
$&/2$

#方差贡献率为
0&0)P=

#前
'

个因

子累计贡献率为
2)&%20=

'表
'

(/

因子
$

'

'

$

(主成分在
4

2

'咳嗽患者与其他患者

分开(,

4

/

'门诊结核病可疑者优先就诊(,

4

)

'咳嗽

患者排队就诊时门诊有单独的候诊区(的因子载荷

表
<

!

各级结防机构中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核感染控制管理措施的实施情况

管理措施
合计

'

/$/

家(

省级机构

'

$'

家(

市级机构

'

2P

家(

县级机构

'

$1/

家(

#

/值
!

值

为就诊者在就诊前进行常规咳嗽筛查'

4

$

(

$0$

'

0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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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核感染管理措施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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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核感染

管理措施的各主成分的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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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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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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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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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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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故可反映门诊的早诊早治,隔离措施的影响#

这些措施之间都呈正相关#即相互促进#称为门诊对

就诊者的隔离和优先就诊综合因子0因子
/

'

'

/

(主

成分在
4

1

'门诊将结核病患者与其他患者分开(,

4

$/

'门诊给就诊者提供纸巾或医用外科口罩(的因

子载荷较大#故可反映门诊对患者进行隔离措施的

影响#称为门诊对患者早隔离措施因子0因子
'

'

'

'

(

在
4

P

'就诊者在门诊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因子载

荷较大#故可称为就诊者自我隔离措施因子0因子
2

'

'

2

(主要反映
4

(

'结核感染控制的健康教育活动(

的影响#可称为门诊健康教育宣传措施因子0因子
1

'

'

1

(主要反映
4

'

'实验室优先收治疑似传染性肺结

核患者标本(的影响#称为实验室对传染性患者优先

收取标本因子0因子
)

'

'

)

(主要反映
4

$2

'门诊放置

带盖痰盂(的影响#称为门诊放置带盖痰盂因子0因

子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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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主要反映
4

0

'门诊在远离工作区有指定的

收集痰标本的区域(的影响#称为门诊有指定留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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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核感染管理控制措施各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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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

个主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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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2

,

'

1

,

'

)

和
'

P

与

其方差贡献率#可以构建出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

实验室结核感染控制的管理措施综合评价模型
3

#

3

是主成分
'

$

,

'

/

,

'

'

,

'

2

,

'

1

,

'

)

和
'

P

的线性组

合#即!

3e%&/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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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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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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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P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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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国内已开展了一些关于结防机构及医院的结核

病感染控制实施现状的研究%

$'.$)

&

#但调查样本较

小#而本研究是国内一次大样本的关于各类,各级医

疗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核感染控制的管理措

施实施情况的研究/此外#由于国内各地结防模式

的不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包含各种模式下的结防

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设的结防所,独立结

防所,结核病医院,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等/

多项研究表明#医务人员是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的高发人群%

$P.$(

&

#实施结核感染控制工作能有效防

止结核病传播%

/%

&

/结核感染预防控制主要由组织

管理和
'

种控制措施组成#其中#

'

种控制措施包括

管理措施,环境和工程控制及个人防护/管理措施

是感染预防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环境和工程控

制及个人防护措施顺利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包括患

者隔离,痰盂设置和宣传教育措施等方面%

$%.$$

&

/本

研究结果显示#结防机构在这些措施上的落实还存

在不足#尤其是在门诊放置带盖痰盂,为咳嗽患者就

诊时提供单独候诊区,将咳嗽患者与其他人分开等

措施方面#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一致%

$1

&

/研究显

示#易感人群一次性吸入含有
'

个结核分枝杆菌的

气溶胶颗粒就有可能感染%

/$

&

/而对患者的早隔离#

是保护易感人群的重要措施#可以避免患者向易感

人群播散病菌#降低他人感染的风险/巴西一项研

究结果显示#对结核病患者采取隔离和健康教育等

措施以后#医务人员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率明显下

降%

//

&

/本研究显示#

)2&)=

的被调查机构中就诊者

在门诊注意咳嗽礼仪#

)P&(=

的被调查机构中就诊

者在门诊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与成君等%

$2

&的研究结

果相似0提示就诊者在门诊对于自我防护及保护他

人的意识还不够#结防机构应加强对患者进行健康

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加强管理/

各级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或实验室结核感染管

理措施的实施情况比较#仅在门诊将结核病患者与

其他患者分开的措施上#三级结防机构的实施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0说明三级结防机构的管理措施均

存在不足%

$1

&

#可能原因为!一是结防机构对结核感

染控制的重视程度不够#重治疗轻预防的思想没有

转变#加之医务人员本身自我保护的意识淡薄0二是

各级机构的结核感染控制措施的实施缺少有效的监

督和评价机制%

$2

&

#无法有效地促进结防机构结核感

染控制措施的实施/

由于在现实中#很多变量之间存在信息的重复#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主成分分析利用降维的思想把

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简单化#通过重新组合#使多个

变量在尽力保留原始指标最大信息的情况下#选择

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关键指标#从而消除指标间的

相互影响#提高工作效率/主成分分析的第一步需

要将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消除了不同指标之间

量纲和数量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2

&

#从而更好地

反映各标准化指标对评价的影响0第二步根据标准

化的数据矩阵求出协方差或相关矩阵0第三步求出

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根据前
5

个主成

分的累计贡献率提取信息0第四步结合专业知识给

予确定的主成分以适当的解释/本研究结果根据累

计贡献率
$

P%=

的原则将
$2

个指标综合为
P

个主

成分#这些主成分代表了原始指标
P2&2=

的信息#

避免了信息的重叠带来的虚假性/本研究中
P

个主

成分虽可简化地反映了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

室结核感染的管理措施实施情况#但由于本研究
$2

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弱化了主成分的降维

效果%

/1

&

#选取的指标为原来指标的
$

"

/

/根据
P

个

主成分及其方差贡献率构造出评价模型#这有利于

我们在工作中对结防机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结核

感染控制中的管理措施做出较为综合的评价#

3

值

越大#说明该机构的结核病门诊和实验室感染控制

中管理措施实施的越好/对于因子
'

中
4

1

'门诊将

结核病患者与其他患者分开(和
4

$/

'门诊给就诊者

提供纸巾或医用外科口罩(的影响力最大#

4

1

为负#

4

$/

为正#说明门诊将结核病患者与其他患者分开#

并不能促进门诊给就诊者提供纸巾或医用外科口

罩#可能与结防机构的医务人员对结核感染控制认

知的错误理解有一定关系/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的各级结防机构应进一步

加强结核感染管理措施#加大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

度#定期开展结核感染控制评价#以便针对薄弱环节

加大控制力度#进一步制定合理高效的结核感染控

制措施#减少医务人员的感染率与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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