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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住院患者中接受无菌手术治疗的患者占有相当大的

比例)手术切口是充分暴露手术视野*保障手术顺利进行的前

提&但手术本身也是一种创伤#牵拉*分离*切割等都破坏了局

部健康组织的完整性#增加术后切口感染的发生率)同时患者

自身情况*术前准备*手术持续时间*麻醉时间*安放内置物*术

中各种检查*术后切口护理等都与术后切口感染密切相关)一

旦发生手术切口感染#不但会增加患者的经济及心理负担#而

且可能威胁到患者的健康及生命安全)因此#对于骨科手术切

口的医院内感染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的防控对策#现就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A

!

骨科无菌手术切口感染的原因分析

A8A

!

患者自身情况
!

一般认为#患者的性别*年龄*自身基础

疾病$如糖尿病*肾病综合征*高血压*甲状腺疾患%*严重肝脏

疾病$如肝癌*肝硬化%*血液系统疾病$如白血病*再生障碍性

贫血%*呼吸系统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以及肿瘤等都与骨科无菌手术切口感染密切相关)另外#

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广谱抗生素也是骨科无菌手术切口感染

的危险因素)

0>'?CBJ?C

和
.?PHTEB

'

-

(通过调查研究#认为男

性*吸烟*肿瘤患者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疾病都是术后

切口感染的高危因素)

A8B

!

患者术前准备
!

患者术前未进行充分手术部位的皮肤准

备*存在龋齿及其他感染灶*低蛋白血症及低氧血症*机体免疫

力低下都与骨科无菌手术切口感染密切相关)备皮的时间与

工具也直接影响手术切口感染率#有文献报道#手术当日备皮

可降低切口感染率&备皮工具不同#切口感染的差异显著#用剃

刀备皮后伤口感染率为
*8)1

#使用脱毛剂脱毛或剪毛器剪毛

者感染率为
+8)1

#无毛部位术后感染率为
+8)1

)

A8C

!

手术人员术前准备
!

包括剪指甲*更衣*刷手*戴无菌手

套等)有文献报道#有疖肿*湿疹*感冒及鼻咽*肠道中有危险

细菌$耐药葡萄球菌*化脓性链球菌%的手术人员与骨科无菌手

术切口感染密切相关'

D

(

)

A8D

!

手术室环境
!

手术室空气质量不达标*终末消毒不严格*

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手术器械灭菌消毒效果差等都是骨科无

菌手术切口感染的高危因素)

A8E

!

手术过程
!

手术部位*操作手法*持续时间等都与骨科无

菌手术切口感染密切相关)有文献报道#腰部手术的感染率为

)871

#而腹股沟手术则为
D*8+1

'

,

(

)手术操作粗暴造成手术

野周围组织挫伤过大#从而导致术后血运缓慢#影响伤口的愈

合及骨组织的再生而引起感染的发生)手术持续时间过长#创

面在空气中暴露时间增加而增加切口感染机会)另外#患者术

中出血*休克*麻醉时间延长等都会使局部和机体抵抗力下降&

手术人员洗手不彻底*无菌观念不强*组织处理不当*血不彻

底*切口冲洗不够*缝线放置不好或局部留有无效腔等均可增

加术后感染机会'

;

(

)

bNJNCNSE

等'

*

(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术中

切口冲洗不充分是术后切口感染的一种独立*直接的危险因

素)

4OKRNIVT?

G

M

等'

)

(认为在胸*腰椎手术中输血或血液制品

是增加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危险因素)

A8F

!

患者术后管理
!

术后患者未安置引流或引流不畅导致血

肿形成与骨科无菌手术切口感染密切相关)由于骨科手术的

特殊性#骨折端髓腔内出血无法止血#术后易出现血肿#而血肿

又是细菌良好的培养基#有研究表明
D+1

术后血肿内存在细

菌感染'

:

(

)术后伤口换药未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原则和手卫生

规范*患者之间交叉感染等都会导致术后手术部位感染)

B

!

骨科无菌手术切口感染的防治对策

B8A

!

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
!

术前患者应纠正低蛋白血症及低

氧血症#提高机体免疫力&白细胞计数稳定在正常范围内&及时

处理龋齿及其他感染灶&糖尿病*高血压患者应将血糖*血压稳

定在正常范围内)术前患者应当日备皮和作好清洁皮肤的准

备#并更换洁净床单#必要时进行病房空气消毒)有研究证明#

对膝*髋关节置换的患者术前用氯已定进行皮肤准备#使用氯

已定浸泡过的衣物和床单能有效地能减少术后关节感染'

76=

(

)

对有假体植入*高龄*营养不良*并存多种疾病等危险因素的患

者#应术前
+8*

'

D8+K

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手术人员要按照

无菌要求做好术前准备#患有疖肿*湿疹*感冒及鼻咽*肠道中

有危险细菌$耐药葡萄球菌*化脓性链球菌%的人员#在未治愈

前不应进入手术室)

B8B

!

术中防治对策
!

手术器械及内置物应严格消毒灭菌&手

术区域严格规范消毒#规范铺巾#在手术区域的皮肤粘贴无菌

薄膜可防止皮肤上尚存的细菌在术中进入伤口'

-+

(

)参与手术

人员在术中应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防止手术视野污染&手

术操作手法规范柔和#手术技巧熟练#避免周围软组织损伤尤

其是血管损伤)术中切口冲洗应充分#提倡高压*变压冲洗#必

要时可用聚维酮碘冲洗&术中应限制异体输血#提倡自体输血#

因为异体输血有可能降低机体细胞介导的免疫)尽量缩短手

术时间#若手术时间超过
;K

#术中应更换手套#同时应给患者

加用
-

次抗生素)术后引流!较表浅手术及估计出血量不多#

采用橡皮片引流&较深部位及出血多者用引流管接负压吸引引

流#引流时间一般不超过
;7K

)

B8C

!

加强患者术后管理
!

术后应密切观测患者病情*伤口情

况和肢端血运情况)严格换药操作规程#对可传播感染的伤口

或皮肤感染的患者不应在普通换药室换药#应进行相应的隔

离#防止交叉感染)医生在术后查体或处理患者时应洗手或手

消毒&加强病房环境卫生管理#按时通风消毒#保持病房清洁#

减少陪伴人员#避免污染物与伤口接触)

),),

重庆医学
D+--

年
-D

月第
;+

卷第
,*

期



B8D

!

加强手术室管理
!

手术室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制度#做好

手术室人员限制和环境的清洁消毒非常必要)在手术过程中

不能外出手术间&在两台手术之间#应清洁手术间&

!

臂做到一

用一消毒#每次消毒后用洁净布单遮盖&感染手术应放在固定

手术间进行#术后严格终末消毒)

B8E

!

使用抗生素
!

使用抗生素预防骨科无菌手术切口感染#

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剂量#保证手术部位有充足的抗生素浓度)

有研究表明#预防手术部位感染#术前单次用药比术后使用
,

倍剂量同类抗生素更有效'

--

(

)大量临床研究证明#外科预防

性抗生素采用手术日术前
-

次用药#术中或术后再给药
-

'

D

次的用药方法#能获得良好的预防效果)为使手术开始时手术

部位已达到有效抗菌浓度#最佳给药时机是在麻醉诱导期或切

开皮肤前
,+'@C

&手术时间超过
;K

者#术中再加用
-

次)对

于已经发生术后切口感染的患者#应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

验#根据药敏试验结果使用敏感抗生素)

总之#骨科无菌手术切口感染的原因很多#涉及患者从入

院到出院的每一个环节)控制切口感染必须在积极治疗基础

疾病*提高患者免疫力的前提下#加强各个环节的医院内感染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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