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C

( 余一知#范小艳#向巧君#等
#

一体化护理模式对老年冠心

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的影响'

=

(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

志#

"%!'

#

C

$

A

&!

AD!>AD"#

'

F

( 葛均波#徐永健
#

内科学'

(

(

#C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

!

&A>&'#

'

!%

(龚洁
#

冠心病防治指南'

(

(

#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

!!

(

?E1VG;,1

#

2;TT;+( 1#<H463--@6NQ38863--L958HL3

'

(

(

#,98P.7P-

!

2,*

"

(KX5@Q>/H88

#

!FFF

!

!&>!$

'

!"

(

Y;V;,̀ T+VG̀ V;̀ ==

#

T̂ ,+VW,

#

)̀S11<1=/#

GM33IHN36K3L95-@4P5@43NL@4@6NL95-P

0

@5538@43N49

K9596@5

:

M3@54NH-3@-3

'

=

(

#?59

0

,@5NH9I@-KYH-

#

"%!'

#

AC

$

A

&!

$'$>$D"#

'

!&

(刘辉#姚璐#张薇#等
#

老年综合评估护理模式对老年冠心

病患者不良事件的影响'

=

(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

#

C

$

F

&!

!%F%>!%F"#

'

!$

(

W/+/ G

#

?+T+WS+W V

#

+/(1Y +#+6P

J

N@4396

0

36N35NH-

J

@5H4H3-H6K9596@5

:

M3@54NH-3@-3K@53

'

=

(

#,P55

+4M359-K835E3

J

#

"%!'

#

!C

$

A

&!

!>C#

'

!A

(左玉姣#刘厂辉#王春兰#等
#

针对性心理干预对行运动康

复治疗的老年冠心病心衰患者负性情绪及心功能的影响

'

=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

#

&'

$

!A

&!

&'C$>&'CA#

'

!'

(张倩倩#陶琳琳#聂玉梅#等
#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危险因

素及相关性'

=

(

#

实用医学杂志#

"%!D

#

&&

$

"!

&!

&A''>&A'F#

'

!D

(李芳琴
#

老年病护理风险分析及防范对策研究'

=

(

#

中国

全科医学#

"%!'

#

D

$

!"

&!

$A!>$A&#

'

!C

(高晓津#杨进刚#杨跃进#等
#

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不同

年龄组心血管危险因素分析'

=

(

#

中华医学杂志#

"%!'

#

F'

$

$%

&!

&"A!>&"A'#

'

!F

(

(+ET+;W(

#

,̂ G/1TT`

#

T+VX+VY

#

34@8#/

:J

35>

436-H96H6@P49-9.@8N9.H6@64

J

98

:

K

:

-4HKRHN63

:

NH-3@-3

!

@

.34@>@6@8

:

-H-

'

=

(

#+5KMYH-,MH8N

#

"%!'

#

!%!

$

!"

&!

"%!A>

"%!'#

'

"%

(王冰花#汪晖#杨纯子#等
#

冠心病患者出院准备度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

中华护理杂志#

"%!D

#

A"

$

"

&!

!&C>

!$&#

$收稿日期!

"%!C>!!>!C

!!

修回日期!

"%!F>%">"D

&

&

!

通信作者#

1>.@H8

!

!"!%C%A!&

$ff

#K9.

+

!临床探讨!

!"#

!

$%&'()(

"

*

&+,,-&$)./0(122&/%$(&$/&%11

;,̂

患者深静脉导管留置时间与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关系研究

王
!

敏!杨
!

昕!周燕平!姚叶英&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重症监护病房"

;,̂

$患者深静脉导管留置时间与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E*W;

$的相关

性%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C

年
C

月该院
;,̂

中因病情需要留置深静脉导管的
!"A

例患者的

临床资料!按照置管时间不同将其分为
!

"#

DN

组"

+

组$!

D

"#

!$N

组"

*

组$!

$

!$N

组"

,

组$!观察各组导

管尖端细菌定植率与
,E*W;

感染率!对比
,E*W;

感染与未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同时!分析发生
,E*W;

感染

的影响因素%结果
!

共有
"!

例患者发生
,E*W;

感染!感染率为
!'#C%a

%

+

&

*

&

,

组导管尖端细菌定植率分别

为
"#&Ca

"

!

'

$"

$&

'#FCa

"

&

'

$&

$&

!D#A%a

"

D

'

$%

$!

,E*W;

感染率分别为
D#!$a

"

&

'

$"

$&

!!#'&a

"

A

'

$&

$&

&"#A%a

"

!&

'

$%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对比
,E*W;

感染与未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发现!两组患

者在年龄&导管类型&留置部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慢性合并症以及置管处皮肤细菌数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A

$#多因素
T9

0

H-4HK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

'%

岁&导管类型为普通双腔&留置部位为锁骨下静脉&未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慢性合并症以及置管处皮肤细菌数
$

!%%,<̂

'

!%K.

" 均是导致
,E*W;

感染的因素#相关

性分析显示!置管时间与
,E*W;

发生率呈正相关"

=b%#DCA

!

!

#

%#%A

$%结论
!

临床实践中!应加强
;,̂

患者

的侵入性操作管理!尽量减少导管使用和保留时间#注重监测和分析
,E*W;

的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重症监护病房#

!

深静脉导管#

!

留置时间#

!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

相关性

中图法分类号"

E$D"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

!!

重症监护病房$

;,̂

&是患有各种严重疾病患者的

集中区域#接收的患者普遍病情重)并发症多#需要接

受多项侵入性操作#如进行营养支持)输液)血流动力

学监测等#使得
;,̂

患者深静脉导管使用率极高#而

随之引发的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E*W;

&发生率也逐

渐增高'

!

(

+

"%%$

年#美国 宣 布
,E*W;

发 生 率 为

$#'a

"

D#$a

#国内相关资料统计显示其发生率为

A#Da

"

!"#%a

'

"

(

+

;,̂

患者一旦发生
,E*W;

#不仅

延长其住院时间)增加患者痛苦#同时也会造成医疗

资源浪费#甚至成为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诱因#因此

预防
,E*W;

具有重要的意义'

&

(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

针对
,E*W;

的影响因素展开调查#但就导管留置时

间与
,E*W;

之间的相关性讨论较少'

$>A

(

+鉴于此#本

研究选取
"%!'

年
!%

月至
"%!C

年
C

月本院
;,̂

中因

病情需要留置深静脉导管的
!"A

例患者#按照置管时

间不同分组#观察
,E*W;

发病率#分析两者的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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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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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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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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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临床制订相应的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C

年
C

月本

院
;,̂

接收的
!"A

例留置深静脉导管患者进行研究#

其中男
D"

例#女性
A&

例%年龄
"C

"

DD

岁#平均

$

AC#!"BA#'$

&岁%使用抗菌药物
!!"

例#未使用抗菌

药物
!&

例%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

+>

?+,/1

-

&

!%

"

"'

分#平均$

!C#!"BA#&'

&分%文化

水平!高中及以下
$A

例#专科
A"

例#本科及以上
"C

例+按照置管时间不同将其分为
!

"#

DN

组$

+

组&

$"

例)

D

"#

!$N

组$

*

组&

$&

例)

$

!$N

组$

,

组&

$%

例+纳入标准!$

!

&因重症疾病在
;,̂

住院接受治疗

患者%$

"

&

;,̂

住院时间
%

$CM

#使用过深静脉导管%

$

&

&自愿参与研究#患者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除标准!$

!

&合并脓毒血症或疑似脓毒血症者%$

"

&穿

刺时有穿入静脉或血肿等并发症者%$

&

&非导管因素

导致的医院感染患者%$

$

&意外拔管或未到预定换管

时间而拔管者%$

A

&对本研究难以配合患者+

,E*W;

根据
"%%!

年版.医院感染诊断标准/中相关内容#结

合.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进行

诊断'

'

(

!$

!

&有深静脉置管史#置管时间大于
"$M

#发

热原因不明#体温超过
&C#A [

#可伴有低血压和寒

战+拔除导管后体温能恢复正常#导管细菌培养阳

性+$

"

&通过外周静脉和中央静脉同时采血进行定量

血培养+根据培养菌落数的比例#进行诊断#当局部

菌落数是深静脉的
A

"

!%

倍#可将其判定为
,E*W;

+

此外#

,E*W;

感染分为全身感染和局部感染+局部感

染主要表现为患者穿刺部位的疼痛和红肿#并可能伴

有局部渗出和发热%全身感染则表现为体温升高#穿

刺部位细菌培养结果显示为阳性'

D

(

+

$#/

!

方法
!

$

!

&检测方法!拔管当天#

&

组患者在导管

尖端进行微生物培养#用无菌剪刀将导管尖端切成

"

"

&K.

#将其放入无菌容器中并立即将其送至测试#

计算每组导管尖端的细菌定植率'

A

(

#观察两组
,E*W;

发生率+$

"

&调查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结合临

床实际情况以及管理法规制作调查问卷#分析感染与

未感染患者的基本信息及临床相关资料#包括年龄)

穿刺次数)导管类型)留置部位)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有无合并症等+

$#'

!

观察指标
!

比较
&

组患者导管尖端细菌定植率

与
,E*W;

感染率%比较
,E*W;

感染与未感染患者的

临床特征%分析导致
,E*W;

感染的相关因素+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

" 检验%采用多因素
T9

0

H-4HK

回归分析
,E*W;

感

染的相关因素%采用
W

J

3@5.@6

相关分析置管时间与

,E*W;

感染率的相关性+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导管尖端细菌定植率与
,E*W;

感染率

的比较
!

&

组导管尖端定植率和
,E*W;

感染率之间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

组导管尖端细菌定植率与
,E*W;

!!!

感染率比较'

(

#

a

$(

组别
(

导管尖端细菌定植
,E*W;

感染

+

组
$" !

$

"#&C

&

&

$

D#!$

&

*

组
$& &

$

'#FC

&

A

$

!!#'&

&

,

组
$% D

$

!D#A%

&

!&

$

&"#A%

&

!

"

'#!%'F C#&F&D

!

#

%#%A

#

%#%A

/#/

!

,E*W;

感染与未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对比
!

对

比
,E*W;

感染与未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发现#两组

患者在年龄)导管类型)留置部位)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慢性合并症以及置管处皮肤细菌数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E*W;

感染与未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

(

$

组别
(

年龄$岁&

'

'%

%

'%

留置部位

贵要静脉 锁骨下静脉

导管类型

普通双腔 抗感染双腔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是 否

慢性合并症

有 无

置管处皮肤细菌数

#

!%%,<̂

"

!%K.

"

$

!%%,<̂

"

!%K.

"

,E*W;

感染组
"! ' !A !" F !' A !C & !A ' A !D

未感染组
!%$ D" &" "F DA $F AA DF "A &% D$ $A AC

!

"

""#&D!$ '#DCAD A#F!DA '#CA$" !&#DA%' &#&!F%

!

#

%#%A

#

%#%A

#

%#%A

#

%#%A

#

%#%A

#

%#%A

/#'

!

,E*W;

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

将单因素分析中

有意义的因素带入多因素
T9

0

H-4HK

回归方程计算#发

现年龄
%

'%

岁)导管类型为普通双腔)留置部位为锁

骨下静脉)未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慢性合并症以及置

管处皮肤细菌数
$

!%%,<̂

"

!%K.

" 均是导致
,E*W;

感染的相关因素#见表
&

+

/#1

!

深静脉导管留置时间与
,E*W;

的相关性
!

利

用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置管时间与
,E*W;

发生

率呈正相关$

=b%#DCA

#

!

#

%#%A

&#即置管时间越长#

,E*W;

发生率越高+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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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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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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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导致
,E*W;

感染的相关因素

影响因素
"

:;-; ! FAa,M

年龄
%

'%

岁
%#&F%% %#!&A% %#%%% %#%DDA

"

%#'!%A

留置部位为锁骨下静脉
%#$"$D %#!$"C %#%%% %#"!CC

"

%#DC!"

导管类型为普通双腔
%#$"D" %#%F$! %#%%% %#&!$A

"

%#'CAA

未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 %#!!!% %#%%% %#"C!$

"

%#D!C'

慢性合并症
%#$"&& %#!!$C %#%%% %#"D&F

"

%#D"'!

置管处皮肤细菌数
$

!%%,<̂

"

!%K.

"

%#$&CD %#%D$D %#%%% %#&A"C

"

%#'$D"

'

!

讨
!!

论

'#$

!

;,̂

中发生
,E*W;

的现状分析
!

,E*W;

是指

在明确无其他血流感染源的情况下#抽取穿刺部位血

液标本送检显示菌血症或真菌血症$置管在
$CM

内&#

血培养呈阳性$至少
!

次&#同时伴有感染症状#如发热)

穿刺部位肿痛等'

C

(

+通常
;,̂

患者伤势重)病情复杂

且具有长期应用抗菌药物的病史#往往需要多个介入性

留置导管辅助治疗#也正因如此#

;,̂

置管患者感染发

生率为其他未置管患者的数十倍#在
S+2+( Ê+

等'

!%

(的研究中曾证实这一论点+而
,E*W;

不仅仅是导

致患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诱因#同时也造成了

医疗资源浪费+医护人员在面对此类患者时需高度

谨慎#认真考虑穿刺的必要性#系统性评估穿刺的相

关指标+在穿刺过程中更要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密切

观察病情#及时处理异常现象#从根源上控制
,E*W;

的发生+

'#/

!

,E*W;

的发病机制
!

,E*W;

的发病机制主要与

以下几方面相关'

F

(

!$

!

&腔外途径污染+穿刺期间#病

原体沿导管表面进入血液#首先在导管周围生成一层

纤维蛋白鞘#形成生物膜#这属于细菌对抗菌药物和

宿主吞噬细胞的机制#随着导管时间的延长#从穿刺

部位进入体内的细菌也越来越多#有调查显示#约

&%a

的感染由此途径引发'

!!

(

+$

"

&腔内途径污染+这

是
,E*W;

发生的最常见原因#其通常发生在留置导

管超过
!%N

的患者中+主要是由于在护理过程中频

繁使用接头#细菌很可能从接头侵入导管的内表面并

定植#引起感染+$

&

&远处感染的血流播散+由非穿

刺部位感染所引起#来源于机体其他部位的感染#在

体内扩散直至与导管血管内接触后#在导管处定植

感染+

'#'

!

导管留置时间与
,E*W;

发生的相关性
!

影响

,E*W;

的因素有很多#也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如宿主因

素)导管位置以及微生物和导管之间的相互作用+深

静脉导管长期保留的主要并发症是感染#感染也是决

定是否更换导管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研究

深静脉置管时间与
,E*W;

发生之间的相关性+本研

究结果显示#

!"A

例深静脉置管患者中#共有
"!

例患

者发生
,E*W;

感染#感染率
!'#C%a

%

+

)

*

)

,

组导管

尖端 细菌 定植 率分别 为
"#&Ca

$

!

"

$"

&)

'#FCa

$

&

"

$&

&)

!D#A%a

$

D

"

$%

&#

,E*W;

感染率分别为
D#!$a

$

&

"

$"

&)

!!#'&a

$

A

"

$&

&)

&"#A%a

$

!&

"

$%

&#组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可见导管留置时间与

感染之间关系密切+根据文献报道#当深静脉导管在

人体置留
"$

"

$CM

后#导管内纤维蛋白逐渐沉积#以

保护病原微生物免受宿主吞噬细胞和抗菌药物的侵

害#同时也为更多的细菌微生物提供生殖发育的机

会#使细菌可以通过皮下隧道移植到导管尖端以引起

感染'

!"

(

+由于多次使用接头#导管留置时间长#使细

菌容易在接头处侵入导管的内表面并使其定植#为细

菌侵入体内提供可乘之机#使机体长时间处于应激状

态#降低患者的免疫功能'

!&

(

+细菌在穿刺部位和治疗

操作中完全生长需要约
DN

+因此#静脉导管停留在

体内#使感染的发生率显著增加+因此#针对
;,̂

置

管患者必须严格遵循无菌操作原则#在皮肤消毒剂的

选择上应谨慎#尽可能选择消毒力度强)腐蚀范围小

的消毒剂#扩大穿刺消毒范围#从而增加污染与隔离

的屏障%在接头的选择上#尽量选择分隔膜无针接头#

不可频繁更换#每
&N

更换
!

次#并将给药装置与无针

接头在同一时间内一并更换#对超过
DN

或接近
DN

的置管患者#加强每日观察与评价#掌握拔除导管的

条件#尽早拔管#可减少感染风险+

'#1

!

导致
,E*W;

发生的其他影响因素
!

除了导管

留置时间之外#本研究显示#患者的年龄
%

'%

岁)导管

类型为普通双腔)留置部位为锁骨下静脉)未合理使

用抗菌药物)存在慢性合并症等也是导致
,E*W;

发

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原因可能为老年患者免疫力低#

抗感染能力差#老年患者是血流感染的主要群体%锁

骨下静脉
;,̂

患者血流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贵要静

脉'

!$

(

+由于贵要静脉直径相对较大#易于操作#相对

于其他部位较为安全#临床医师经常选择其作为导管

插入部位#而锁骨下静脉部位隐蔽#由于被子覆盖等

影响#在接受护理操作时往往会干扰穿刺的稳定性#

容易造成污染#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患有糖尿病等潜

在疾病的患者由于其免疫力和抗感染能力较差而更

容易发生血流感染%与传统导管相比#抗感染导管的

特殊材质在降低细菌侵入上有其独特的效果#从而具

有相对低的感染率%而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将会导

致患者体内菌群失调#增加耐药性#减少药效#其危害

性已经得到共识和重视#因此#预防
,E*W;

的重要措

施则需要临床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尽量避免

使用全身性抗菌药物如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

!A

(

+

综上所述#应加强
;,̂

患者的侵入性操作管理#

并尽量减少导管使用和保留时间%注重监测和分析

,E*W;

的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加强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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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完善监控体系#将有助于有效

和安全地应用深静脉导管#以长期预防
,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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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背景下重庆市某县中医护理人力资源现状调查研究

蔺
!

慧!

!

"

!杨光静&

&

"

!#

湖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长沙
$!%"%C

#

"#

重庆市云阳县中医院护理部
!

$%$A%%

#

&#

重庆市中医院护理部
!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在分级诊疗背景下重庆市某县基层医院中医护理人力资源的现状!为相关部门决策提

供基础数据%方法
!

自行设计问卷!对重庆市某县
!

所二级乙等医院&

!"

所乡镇中心卫生院和
"D

所普通乡镇

卫生院的护理人力资源数量&护理人员内部结构&中医护理教育背景等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

中专&大专&

本科及以上学历护理人员构成比分别为
&A#'a

&

A'#"a

&

C#"a

!学历结构以大专为主%护士的职称构成比为初

级职称
F'#%a

!中级职称
"#"a

!高级职称
%#Ca

!无执业资格
!#%a

!职称以初级职称为主%中医院校毕业护士

占
'#Aa

"

"'

'

$%"

$%有
"A

人接受了系统的在职中医知识培训!在职系统接受中医知识培训占
'#"a

"

"A

'

$%"

$%

结论
!

重庆市某县基层医院护理人力资源总量不足!护理队伍结构欠合理!在职中医护理知识系统培训程度较

低!具备中医护理教育背景的护士相对缺乏!在职中医护理教育体系不完善!中医护理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关键词"分级诊疗#

!

基层医院#

!

人力资源

中图法分类号"

E>%!"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

!!

护理工作是卫生事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

护理的发展取决于中医护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在分

级诊疗逐渐成熟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重庆市某县的

!

所二级乙等医院#

!"

所乡镇中心卫生院和
"D

所普

通乡镇卫生院的中医护理人力资源现状进行调查分

析#为相关部门提供贫困县基层医疗机构中医护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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