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斏斆斦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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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研究重症医学科棬斏斆斦棭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棬斆斠斅斢斏棭的相关危险因素暎根据危险

因素制定护理对策棳为斆斠斅斢斏的预防提供依据暎方法暋以棽棸棻棿年椆月棴棽棸棻棿年棻棽月入住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斏斆斦的棻棸棾例留置中心静脉导管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棳单因素分析采用斬棽检验棳然后选择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

素进行非条件斕旓旂旈旙旚旈斻回归分析 棳统计斆斠斅斢斏发生率棳观察病原学特征暎结果暋棻棸棾例患者中棻棿例发生斆斠斅斢斏棳

发生率为棻棾棶椀椆棩暎共培养出病原菌棻棿株棳其中革兰阳性球菌椄株棳占椀椃棶棻棿棩暎革兰阴性杆菌棾株棳占棽棻棶

棿棾棩暎真菌棾株棳占棽棻棶棿棾棩暎长期置管暍使用多腔导管是斆斠斅斢斏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暎结论暋应加强对斆斠斅斢斏

危险因素的控制棳尽量使用单腔导管棳缩短留置时间棳以预防感染的发生暎

关键词暋中心静脉导管椈感染椈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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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重 症 医 学 科 棬斏斆斦棭是 治 疗 各 类 危 重 患 者 的 特

殊 病 区 暎 随 着 医 疗 技 术 的 发 展 棳中 心 静 脉 导 管

棬斆斨斆棭已 成 为 临 床 重 要 的 治 疗 手 段 棳它 具 有 输 液

种 类 广 泛 暍保 留 时 间 长 暍相 对 安 全 等 优 点 棳在 斏斆斦

常 用 于 给 危 重 患 者 输 液 暍输 血 暍静 脉 营 养 暍血 液 净

化 暍血 流 动 力 学 监 测 等 棳但 在 应 用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导

管 相 关 性 血 流 感 染 棬斆斠斅斢斏棭也 随 之 增 多 暎 本 文 通

过 分 析 综 合 斏斆斦 患 者 斆斠斅斢斏 发 生 现 状 棳旨 在 讨 论

斏斆斦 内 斆斠斅斢斏发 生 率 暍病 原 学 特 征 及 相 关 因 素 棳为

临 床 更 好 的 预 防 治 疗 斆斠斅斢斏提 供 依 据 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暋一般资料

选 取 棽棸棻棿 年 椆 月 至 棽棸棻棿 年 棻棽 月 入 住 济 宁 医

学 院 附 属 医 院 斏斆斦 的 棻棸棾 例 留 置 中 心 静 脉 导 管 的

患 者 暎 其 中 男 椀椀 例 棳女 棿椄 例 暎 发 生 斆斠斅斢斏 患 者

棻棿 例 棳感 染 率 棻棾灡椀椆棩暎 排 除 置 管 时 间 椉棿椄旇 及 外

院 导 管 暎斆斠斅斢斏 的 诊 断 标 准 为 椇患 者 具 有 临 床 感

染 征 象 棳如 发 热 棬斣椌棾椄棶椀曟棭暍寒 战 或 低 血 压 棳外 周

血 培 养 至 少 可 获 得 棻 个 阳 性 结 果 棳导 管 半 定 量 培 养

曒棻椀斻旀旛棷导 管 端 棳或 定 量 培 养 菌 落 曒棻棸棾斻旀旛棷导 管

棻棻棽



斒斒旈旑旈旑旂斖斿斾斦旑旈旜棳斒旛旑斿棽棸棻椀棳斨旓旍灡棾椄棳斘旓棶棾

端 棳导 管 端 和 外 周 静 脉 血 中 分 离 出 相 同 种 类 和 相 同

抗 菌 谱 的 病 原 菌 棳无 其 他 明 确 感 染 源 椲棻椵暎

棻棶棽暋方法

通 过 阅 读 文 献 及 询 问 斏斆斦 医 护 人 员 棳寻 找

斆斠斅斢斏 发 生 的 相 关 危 险 因 素 棳具 体 包 括 年 龄 暍性

别 暍置 管 时 斄斝斉斆斎斉斏斏评 分 暍留 置 时 间 暍置 管 部 位 暍

置 管 地 点 暍使 用 多 腔 导 管 暍静 脉 营 养 暍无 针 接 头 及 机

械 通 气 暎

棻棶棾暋统计学方法

采 用 斢斝斢斢棻椃棶棸 统 计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暎

棽暋结果

棽棶棻暋斆斠斅斢斏发生率

棻棸棾 例 患 者 中 发 生 斆斠斅斢斏棻棿 例 棳发 生 率 为

棻棾棶椀椆棩暎

棽棶棽暋病原学分布

共 培 养 出 病 原 菌 棻棿 株 棳其 中 革 兰 阳 性 球 菌 椄

株 棬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棿 株 棳表 皮 葡 萄 球 菌 棾 株 棳溶 血

性 葡 萄 球 菌 棻 株 棭棳占 椀椃棶棻棿棩暎 革 兰 阴 性 杆 菌 棾

株 棬大 肠 埃 希 菌 棻 株 棳铜 绿 假 单 胞 菌 棻 株 棳肺 炎 克 雷

伯 菌 棻 株 棭棳占 棽棻棶棿棾棩暎 真 菌 棾 株 棬白 假 丝 酵 母 菌

棽 株 棳热 带 假 丝 酵 母 菌 棻 株 棭棳占 棽棻棶棿棾棩暎

棽棶棾暋单因素分析

将 所 有 单 变 量 引 入 斢斝斢斢棻椃棶棸棳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 因 素 是 年 龄 暍斄斝斉斆斎斉斏斏 评 分 暍留 置 时 间 暍置

管 部 位 暍使 用 多 腔 导 管 暍静 脉 营 养 暎 见 表 棻暎

表棻暋斆斠斅斢斏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置管

例数

感染

例数
感染率棷棩 氈

棽

年龄棬岁棭

暋暋曑椂棸

暋暋椌椂棸

棿棸

椂棾

棻

棻棾

棽棶椀

棽棸棶椂
椂棶椄椀 椉棸棶棸棻

性别

暋暋男

暋暋女

椂椀

棾椄

椄

椂

棻棽棶棾

棻椀棶椄
棸棶棽椀 椌棸棶棸椀

斄斝斉斆斎斉斏斏评分

暋暋曑棻椄

暋暋椌棻椄

椂棸

棿棾

棾

棻棻

椀

棽椀棶椂
椆棶棸棾 椉棸棶棸棻

留置时间棬斾棭

暋暋曑椃

暋暋椌椃

椃棽

棾棻

棿

棻棸

椀棶椀

棾棽棶棽
棻棸棶椆椄 椉棸棶棸棻

置管部位

暋暋锁骨下静脉

暋暋颈内静脉

暋暋股静

椀棿

棾棾

棻椃

棽

椂

椂

棾棶椃

棻椄棶棽

棾椀棶棽

棻棽 椉棸棶棸棻

置管地点

暋暋斏斆斦

暋暋手术室

椂棽

棿棻

椄

椂

棻棽棶椆

棻棽棶椃
棸棶棸椂 椌棸棶棸椀

使用多腔导管

暋暋无

暋暋有

椃棿

棽椆

椂

椄

椄棶棻

棽椃棶椂
椀棶棻椃 椉棸棶棸椀

静脉营养

暋暋无

暋暋有

椀椃

棿椂

棽

棻棽

棾棶椀

棽椂棶棻
棻棻棶棸椀 椉棸棶棸棻

无针接头

暋暋无

暋暋有

椃棸

棾棾

棻棻

棾

棻椀棶椃

椆
棸棶棾椃 椌棸棶棸椀

机械通气

暋暋无

暋暋有

棾椆

椂棿

椄

椂

棽棸棶椀

椆棶棾
棻棶椄 椌棸棶棸椀

棽棶棿暋多因素分析

将 单 因 素 分 析 结 果 筛 选 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 因 素 进 行 多 因 素 非 条 件 旍旓旂旙旚旈斻 回 归 分 析 棳结 果

显 示 椇长 时 间 留 置 和 置 管 部 位 是 斆斠斅斢斏 的 独 立 危

险 因 素 暎 见 表 棽暎

表棽暋斆斠斅斢斏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因素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旝斸旍斾 椆椀棩斆斏

留置时间 棽棶棸椆棻 棸棶椂棿棽棻棸棶椂棸棻椉棸棶棸椀椄棶棸椆椀 棽棶棾棸棸暙棽椄棶棿椆椄

使用多腔导管 棻棶棿椂棻 棸棶棿棽椆棻棻棶椂棻棿椉棸棶棸椀棿棶棾棸椆 棻棶椄椂棸暙椆棶椆椄棻

棾暋讨论

棾棶棻暋病原菌

本 文 斆斠斅斢斏 发 生 率 为 棻棾棶椀椆棩棳低 于 张 伟

等 椲棽椵的 研 究 暎 可 能 与 我 院 切 实 采 取 集 束 化 策 略 管

理 斆斨斆棳使 感 染 率 下 降 有 关 暎 病 原 学 结 果 显 示 斍棲

球 菌 呈 优 势 分 布 棳与 国 内 外 研 究 相 一 致 暎 皮 肤 表 面

以 斍棲 球 菌 为 主 棳导 管 感 染 的 主 要 机 制 是 在 穿 刺 和

维 护 过 程 中 棳皮 肤 表 面 病 原 菌 由 穿 刺 点 进 入 体 内 并

定 植 在 导 管 表 面 棳如 果 在 导 管 穿 刺 和 维 护 的 过 程 中

无 菌 操 作 不 严 格 棳或 手 卫 生 依 从 性 差 棳会 引 起 病 原

菌 的 入 侵 暎斍棴 杆 菌 感 染 棳与 机 械 通 气 患 者 穿 刺 点

被 口 腔 分 泌 物 及 痰 液 污 染 有 关 暎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真

菌 所 占 比 例 较 前 升 高 棳其 原 因 可 能 是 斏斆斦 患 者 静

脉 营 养 使 用 较 多 棳某 些 真 菌 在 遇 到 含 有 葡 萄 糖 的 液

体 时 棳可 产 生 一 种 与 自 身 很 相 似 的 黏 液 棳这 些 黏 液

可 以 帮 助 真 菌 抵 抗 宿 主 的 防 御 棳并 降 低 对 抗 菌 药 物

的 敏 感 性 棳导 致 真 菌 致 病 性 增 强 椲棾椵暎 另 一 个 原 因 与

抗 生 素 使 用 不 当 继 发 菌 群 失 调 和 二 重 感 染 有 关 暎

棽棻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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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棶棽暋危险因素

单 因 素 分 析 显 示 棳高 龄 棬椌椂棸 岁 棭暍斄斝斉斆斎斉斏斏

评 分 椌棻椄 分 棳长 时 间 置 管 暍使 用 多 腔 导 管 暍使 用 静

脉 营 养 暍股 静 脉 置 管 等 因 素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暎 高 龄 暍

斄斝斉斆斎斉斏斏评 分 较 高 的 危 重 患 者 斆斠斅斢斏 发 生 率

更 高 棳与 斣斸斻斻旓旑斿旍旍旈
椲棿椵 报 道 一 致 暎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斏斆斦 内 危 重 患 高 龄 居 多 棳常 伴 有 严 重 基 础 疾 病 和

多 脏 器 衰 竭 棳患 者 机 体 生 理 功 能 不 全 棳免 疫 力 低 下 棳

当 病 原 菌 入 侵 时 棳易 发 生 感 染 暎 对 于 置 管 部 位 引 起

的 斆斠斅斢斏棳目 前 较 公 认 的 观 点 是 椇斆斠斅斢斏 的 发 生 率

股 静 脉 椌 颈 内 静 脉 椌 锁 骨 下 静 脉 暎 股 静 脉 距 离 会

阴 部 较 近 棳局 部 潮 湿 易 被 二 便 污 染 椈颈 内 静 脉 不 易

固 定 棳导 管 容 易 脱 出 棳其 穿 刺 点 易 被 患 者 唾 液 和 痰

液 污 染 棳锁 骨 下 静 脉 穿 刺 成 功 率 高 棳皮 肤 菌 落 计 数

低 棳易 固 定 暍易 换 药 暍不 易 污 染 椲椀椵暎 使 用 静 脉 营 养 支

持 可 使 斆斠斅斢斏 发 生 率 增 高 棳与 研 究 一 致
椲椂椵暎 静 脉

营 养 液 是 细 菌 良 好 的 培 养 基 棳长 期 使 用 易 引 起 患 者

胃 肠 道 菌 群 失 调 棳肠 道 黏 膜 屏 障 功 能 受 损 棳导 致 细

菌 移 位 棳细 菌 入 血 后 即 可 定 植 在 导 管 表 面 的 纤 维 素

膜 棳发 生 导 管 感 染 暎

通 过 非 条 件 旍旓旂旈旙旚旈斻 回 归 分 析 显 示 棳长 期 置 管

和 使 用 多 腔 导 管 是 斆斠斅斢斏 发 生 的 主 要 危 险 因 素 暎

置 管 时 间 与 斆斠斅斢斏 的 发 生 密 切 相 关 棳尤 其 是 置 管

椌椃斾棳斆斠斅斢斏 发 生 率 明 显 增 高 暎 导 管 置 入 后 棳棿椄旇

内 会 引 起 血 液 中 血 清 蛋 白 和 纤 维 蛋 白 等 在 导 管 表

面 沉 积 棳这 种 沉 积 物 是 病 原 菌 良 好 的 培 养 基 棳具 有

保 护 病 原 菌 不 被 免 疫 细 胞 和 抗 菌 药 物 杀 伤 的 功 能 棳

椃斾 后 大 量 病 原 菌 释 放 入 血 棳引 起 相 关 临 床 症 状
椲椃椵暎

多 腔 导 管 斆斠斅斢斏 发 生 率 高 于 单 腔 导 管 棳多 腔 导 管

使 用 频 率 较 高 棳存 在 一 管 多 用 现 象 棬注 射 药 物 暍有 创

监 测 暍胃 肠 外 营 养 等 棭棳接 头 频 繁 断 开 棳使 污 染 机 会

明 显 增 加 棳感 染 的 概 率 也 大 大 增 加 暎

棾棶棾暋护理对策

棾棶棾棶棻暋 置 管 前 暋 建 立 斆斠斅斢斏防 控 小 组 棳选 择 具 有

中 级 职 称 的 医 生 和 护 士 各 椀 名 进 入 小 组 棳组 织 学 习

斆斨斆 置 管 技 术 暍维 护 技 术 暍导 管 感 染 相 关 指 南 暍

斆斠斅斢斏危 险 因 素 及 手 卫 生 相 关 知 识 棳学 习 结 束 后

进 行 统 一 考 试 棳考 试 合 格 具 有 操 作 资 格 暎

棾棶棾棶棽暋 置 管 中 暋 用 物 准 备 齐 全 棳无 特 殊 用 途 尽 量

选 择 单 腔 导 管 棳应 以 最 少 腔 体 数 来 满 足 患 者 治 疗 所

需 暎 与 医 师 联 合 评 估 置 管 的 适 应 症 及 并 发 症 风 险 棳

选 择 合 适 的 置 管 部 位 棳成 人 尽 量 避 开 股 静 脉 暎 穿 刺

过 程 中 做 好 与 医 师 的 配 合 棳实 施 最 大 无 菌 屏 障 棳包

括 医 护 人 员 穿 无 菌 手 术 衣 棳带 无 菌 帽 暍无 菌 手 套 棳佩

戴 无 菌 口 罩 棳病 人 全 身 覆 盖 无 菌 巾 暎 穿 刺 成 功 后 妥

善 固 定 棳有 渗 血 渗 液 可 用 无 菌 纱 布 敷 料 覆 盖 棳无 渗

血 用 无 菌 透 明 敷 贴 固 定 棳记 录 留 置 时 间 和 置 管 者 姓

名 暎

棾棶棾棶棾暋 置 管 后 暋 每 日 评 估 患 者 穿 刺 部 位 有 无 红

肿 暍压 痛 棳敷 贴 有 无 卷 曲 暍松 动 棳出 现 此 类 情 况 应 立

即 换 药 暎 换 药 过 程 中 严 格 无 菌 操 作 棳采 用 洗 必 泰 溶

液 消 毒 皮 肤 棳消 毒 范 围 大 于 敷 贴 面 积 棳斢 形 固 定 导

管 覆 盖 敷 贴 棳换 药 完 毕 记 录 换 药 时 间 暎 无 菌 纱 布 敷

料 棾 日 更 换 棻 次 棳透 明 敷 贴 椃 日 更 换 棻 次 暎 在 触 摸

插 管 部 位 前 暍后 棳以 及 插 入 暍重 置 暍触 碰 暍护 理 导 管

及 更 换 敷 料 前 暍后 时 棳均 应 严 格 执 行 手 卫 生 程 序 棳

手 卫 生 可 使 用 传 统 的 皂 液 和 水 棳或 者 用 乙 醇 擦 手

液 暎 每 日 检 查 患 者 是 否 需 要 留 置 导 管 棳当 患 者 已 无

留 置 导 管 的 必 要 棳应 立 即 拔 除 暎

综 上 所 述 棳斏斆斦 患 者 留 置 中 心 静 脉 导 管 时 棳要

综 合 评 估 引 起 斆斠斅斢斏 的 相 关 因 素 棳采 用 集 束 化 管

理 策 略 棳如 加 强 医 护 人 员 相 关 教 育 和 培 训 暍选 择 合

适 置 管 部 位 暍加 强 手 卫 生 依 从 性 暍实 施 最 大 无 菌 屏

障 暍严 格 无 菌 操 作 暍每 日 评 估 暍适 时 拔 管 等 棳最 大 限

度 地 减 少 斆斠斅斢斏的 发 生 棳改 善 患 者 预 后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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