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感·动中国”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科

研项目 2023 年度申报指南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2023 年 2 月



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是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

的基石，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障。为加强感控质控领

域的应用性研究，促进我国感控工作高质量发展，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启动实施“感·动中国”医疗机构感

染预防与控制研究课题项目（简称“感研”项目）。根据计

划要求，现发布 2023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项目总体目标是以系统观念推动感控质量科学化、智

能化，通过研究当前医疗机构感染质控工作中的难点和堵点

问题，探索破解思路方法，构建感控部门定位明确，人员专

业，业务工作提质增效的支撑体系，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的安全基础。

申报项目分为 4 类，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

种子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

申报。本指南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周期 2 年，一般项目周期

1 年、种子项目 1-2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所列

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重大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4 家；重点项目、种子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 家；一般

项目原则上申报单位为 1 家。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可设 1-2

项子课题，一般项目、种子项目不设置子课题。项目设 1 名

负责人，如下设子课题可增设 1 名负责人。

2023年拟启动项目共计16-18项，其中重大项目3项（12

万/项）、重点项目 5 项（8 万/项）、一般项目 5 项（4 万/



项）、种子项目 3-5 项（2 万/项）。项目执行单位应给予相

应配套资金支持。

1.重大项目

1.1 基于区域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医疗机构感

染防控工作模式和评价体系研究（编号 GY2023011）

研究内容：基于区域公立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现状，研究

有效促进区域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感控工作模式。分析医

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岗位胜任力与医院高质量发展之间的

关联，探索有利于区域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感控工作模式

标准，并建立有效性评估。

考核指标：建立一套适用于区域公立医院感控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和感控部门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经过试点

运行验证后从过程和结果综合评价可有效提高区域医疗机

构的感控工作效果。

研究期限：2 年

1.2 I 类切口分类感染率的监测评价及围手术期预防用

药研究（编号 GY2023012）

研究内容：基于医疗机构感染监测及抗菌药物应用相关

指标，根据近几年不同类别的Ⅰ类切口手术部位感染发生

率，研究 I 类切口手术部位感染防控主要影响因素。探索研

究不同手术级别、不同手术类型、不同手术部位的不同感染



风险，I 类切口手术及围手术期抗菌药物预防用药过程管理

和风险管控关键点。

考核指标：制定不同手术级别、不同感染风险 I 类切口

手术感染防控评价质控指标体系。

研究期限：2 年

1.3 医院精细化管理背景下医疗机构感染防控风险评

估体系研究（编号 GY2023013）

研究内容：根据不同科室和不同诊疗操作的医疗机构内

感染的风险特点，量化医疗机构内感染风险指标，探讨不同

风险评估方法在感染防控领域的适用性，通过实施过程和应

用效果比较不同风险评估方法的使用方法、适用范围和优

势，探索医院精细化管理背景下医疗机构感染风险评估体系

在不同科室或不同诊疗操作分类管理中的应用，优化感控管

理体系、提升管理效能。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合理设定或调

整干预目标和策略，采取基于循证证据的干预措施，实现精

准化科学化感染防控。

考核指标：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医疗机构感染风险评估

方法学体系、评估工具和操作指南，经过试点运行验证后，

从过程和结果综合评价医疗机构感染防控效果，促进医疗机

构感控相关指标提升。

研究期限：2 年



2.重点项目

2.1 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信息质量现状分析与质控研究

（编号 GY2023021）

研究内容：基于全国医院感染防控信息化建设水平，分

析现阶段医疗机构感控信息化工作主要问题与难点。研究医

疗机构感染防控系统建设内容及完整度、数据信息采集维度

与粒度、数据一致性与可追溯性、数据传输准确可靠性与便

利性、应用分析延展性等角度进行评价研究，围绕医疗机构

感染监测指标，探索研究评估感控信息化质控途径与机制。

考核指标：根据不同类别医疗机构感染监测系统特点，

建立一套感控信息化质控评估技术规范与应用指南。

研究期限：2 年

2.2 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信息化分级评估标准体系研究

（编号 GY2023022）

研究内容：基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及医院信息化

建设规划，以感控工作要求及实际需求为导向，系统梳理分

析医疗机构感染实时监测系统应实现的功能内容与要求，研

究感控信息化成熟度的评价标准和成熟度模型。

考核指标：经过试点评估验证后，形成适用不同类型医

疗机构感染防控信息化建设评价分级指标体系。

研究期限：2 年



2.3 维持性血透留置管路感染防控应用研究（编号

GY2023023）

研究内容：以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感染防控需求为导向，

围绕感染防控管理制度建设、感染防控重点环节管理等存在

的主要难点及风险点，探索维持性血液透析留置管路感染的

监测指标及监测方法，针对危险因素开展目标性防控措施研

究及推广应用机制。

考核指标：建立维持性血液透析留置管路感染的监测指

标和评价机制，在 2-3 家三级医院进行推广应用，获得基

线数据并形成监测效果评价报告；形成血液净化中心的感控

工作要点指引。

研究期限：2 年

2.4 基于 DRG/DIP 支付模式下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效果

的技术路线探索研究（编号 GY2023024）

研究内容：基于 DRG/DIP 支付模式背景下，从医疗机构

感染发生率、不同部位感染情况、不同病原体、诊疗质量、

资源消耗与患者负担等角度，探究 DRG/DIP 支付模式和医疗

机构感染防控技术路线的关系，探索 DRG/DIP 支付模式下如

何更有效地提升感控管理效率与效果。

考核指标：出具我国 DRG/DIP 推行后感控管理指引，促

进医疗质量的提升。



研究期限：2 年

2.5 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主动筛查卫生经济学研究（编

号 GY2023025）

研究内容：基于多重耐药菌主动筛查感染防控的难点和

风险点及实用价值，围绕不同种类的多重耐药菌监测、经济

负担在控制多重耐药菌感染与传播中的作用及个性化防控

等角度，探索提升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能力水平及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

考核指标：形成不同种类的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主动筛

查卫生经济学研究方案；评价多重耐药菌主动筛查（患者/

环境）与去定植的技术路线和应用价值。

研究期限：2 年

3.一般项目

3.1 新生儿感控质控应用研究（编号 GY2023031）

研究内容：针对新生儿发生医疗机构感染的特点和风险

点，从制度建设、布局流程建设、医疗机构感染监测与实施、

不同体重新生儿的医疗机构感染风险识别及防控等角度，分

析新生儿发生医疗机构内感染的风险因素，研究建立新生儿

感控管理评价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一套符合新生儿专科的感控质控可量化



的评价指标体系及目标性监测方案。

研究期限：1 年

3.2 口腔专科感控质控应用研究（编号 GY2023032）

研究内容：针对口腔专科的诊疗特点和发生医疗机构感

染的风险点，从制度建设、布局流程建设、医疗机构感染监

测与实施、个人防护、器械清洗、消毒、灭菌及其质控等角

度，分析口腔专科发生医疗机构内感染的风险因素，研究建

立口腔专科感控管理评价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一套可量化符合口腔专科的感控质控评

价体系及目标性监测方案。

研究期限：1 年

3.3 肿瘤专科感控质控应用研究（编号 GY2023033）

研究内容：基于肿瘤专科特点，从医院发生感染率、不

同部位感染情况、不同病原体等角度，分析肿瘤专科发生医

疗机构内感染的风险因素，探索肿瘤专科如何更有效地提升

感控管理水平。

考核指标：建立一套可量化符合肿瘤专科的感控质控评

价体系及目标性监测方案。

研究期限：1 年



3.4 民营医院感染防控质量评价体系研究（编号

GY2023034）

研究内容：在符合《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基础上，基于

民营医疗机构特点，分析民营医疗机构在医疗机构感染管理

机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人才建设、院感文化建设、

感染防控重点环节管理等存在的主要难点及风险点，探索建

立民营感控管理途径与机制。

考核指标：建立一套可量化的民营医院感控质控评价体

系。

研究期限：1 年

3.5 提高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长效机

制研究（编号 GY2023035）

研究内容：基于医疗安全改进目标及医疗机构感染监测

指标，探索研究不同级别、不同类型、不同专业医疗机构提

高病原学送检率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循证依据的干预措施实

现持续质量改进，建立提高病原学送检率管理模式与长效机

制。

考核指标：建立不同级别、不同类型、不同专业提高病

原学送检率管理规范。

研究期限：1 年



4.种子项目

种子项目，申报题目自拟，立项原则符合如下要求。

立项原则 1：紧密围绕当前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主要任务及关键技术开展研究；

立项原则 2：主要研究内容具有先进性、可延续性，对

促进全国感控质控工作具有实际意义；

立项原则 3：申报项目已具有一定的前期研究基础。



附件 2

“感·动中国”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科

研项目 2023 年度申报书

课题名称：

申 请 人： 手机：

电子邮件： 电话：

牵头单位：

申报日期：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制



一、基本信息

申

请

人

信

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 位 职 称 职 务

电 话 电子邮箱

个人通

讯地址

工作单位

主要研

究领域

项目
联系
人信
息

联系人

手机电话 电子邮箱

合作
单位
名称

项目
基本
信息

课题名称

申请类别
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种子项目

是否接受

调整

□是

否

申请项
目编号

研究期限 2023 年 月 日—202 年 月 号

申请经费 （万元）

配套经费 （万元）（有配套经费的填写）



二、项目主要参与人员（10 人以内不含申请人）

编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学位 职称 单位 项目工作内容 联系电话 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三、课题申请书正文

（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内容翔实、清晰，层次分明，

标题突出。）

（一）课题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关键技术和研究目标。围绕

研究方向提出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凝练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或关键技术，提出预期目标，科学目标和技术指标应细化、

明确、可考核。

1.立题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

2.研究内容（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等）

3.思路方法（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行性、技术路

线等）

4.预期目标

5.技术指标和考核方式



（二）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围绕科学问题的内涵和关键技

术的难点，阐述课题的研究重点、研究思路、实施计划及预

期研究成果等。

（三）研究工作基础。牵头单位或课题负责人已取得的研究

工作基础积累及水平。

（四）课题负责人研究背景。包括工作简历、近五年主要研

究成果。



四、课题经费预算表

序号 科目名称 金额（万元） 备注
1 设备费
2 材料费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4 差旅费
5 会议费
6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7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

识产权费
8 劳务费
9 专家咨询费

10 其他

合计

五、申请人签字及单位审核

申请人签字：

2023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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