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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己定擦浴预防危重患者导尿管相关性尿路感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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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导尿管普遍应用于重症监护室!

RÒ

"患者$与之相

关的导尿管相关性泌尿道感染!

D:?@>?>E/:,,&D':?>%G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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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8̀ 9R

"是常见的院内感染之一'

!/2

(

$因此#采

用何种预防措施降低
O8̀ 9R

的发生#是医护人员和院感部门

重点关注的*临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消毒隔离措施是降低

医院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国内外关于氯己定应用于
O8̀ 9R

的报道较少$本文观察氯己定擦浴对危重患者
O8̀ 9R

发生

率的影响#为临床降低
O8̀ 9R

发生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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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2(!!

年
!

月至
2(!#

年
#

月在本院
RÒ

住院的患者
3"(

例$纳入标准%!

!

"年龄大于
!0

岁)!

2

"需要留

置尿管)!

*

"预计尿管留置时间大于
.2@

$排除标准%!

!

"入

RÒ

前已留置尿管)!

2

"应用激素等免疫功能抑制)!

*

"尿管留

置时间小于
.2@

)!

1

"入
RÒ

前已存在尿路感染$共入选符合

研究标准的危重患者
3"(

例#男
*(#

例#女
201

例#平均年龄

!

#*)3P!*)!

"岁$根据洗浴方法将患者分为氯己定擦浴组!观

察组"和温水擦浴加
()(26

呋喃西林溶液尿道口护理组!对照

组"$其中观察组
*((

例#对照组
2"(

例$两组患者一般情况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

$

?)@

!

方法

?)@)?

!

干预情况
!

按照无菌导尿术操作规范留置尿管$对照

组按常规擦浴方法#每日用
3(

!

32h

温水全身擦浴
!

次#并用

()(26

呋喃西林溶液行尿道口护理#夜间再用
()(26

呋喃西

林溶液擦洗会阴部和尿道口
!

次$观察组则用
26

葡萄糖氯

己定沐浴液擦浴和会阴部抹洗$两组患者均在导尿时和留置

导尿管后第
*

*

3

*

.

*

!(

天在无菌操作下收集
!(BU

尿液标本

送检$

?)@)@

!

观察指标
!

收集患者年龄*性别*原发病情况*

858OI

&

评分情况*留置尿管时间及住院时间等资料$观察

两组患者皮肤情况*

O8̀ 9R

总感染率*千导管留置日感染率和

病原学分布情况$

O8̀ 9R

千导管留置日感染率
Q

留置尿管

患者中尿路感染人数&患者留置尿管总日数
i!(((p

$

?)@)A

!

O8̀ 9R

诊断标准
!

参照
2(("

年美国感染病学会国际

临床实践指南推荐的诊断标准'

*

(

%!

!

"留置导尿后或拔除尿管

10@

内出现尿路感染相应的症状*体征!如发热*体温大于或

等于
*0h

或出现尿路刺激症*耻骨上压痛等症状"#且无其他

原因可以解释$!

2

"经导尿管留取标本或拔除导尿管
10@

内

留取的清洁中段尿标本细菌培养菌落计数大于或等于
!(

*

OX̀

&

BU

或尿中检出真菌$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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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一般情况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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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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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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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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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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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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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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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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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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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

Ô 5M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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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5VV!3)(

软件进行计算$计量资料

用
-P:

表示#采用
7

检验比较)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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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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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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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皮肤情况比较
!

观察组患者皮肤瘙痒*红肿*丘

疹*水疱*溃疡等情况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3

"#见

表
2

$

表
2

!!

两组患者皮肤改变情况比较#

(

&

6

'$

组别
(

皮肤红肿*瘙痒 皮肤丘疹*水疱 皮肤溃疡*脓肿

观察组
*(( *3

!

!!).

"

*"

!

!*)(

"

!.

!

3).

"

对照组
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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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

*(

!

!()*

"

!

2

1)!3 1)." 1)1(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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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
O8̀ 9R

发生率比较
!

两组
3"(

例危重患者中

共有
!3#

例患者出现
O8̀ 9R

#总感染率为
2#)16

#千导管日感

染率为
23)"p

$两组患者留管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观察组的
O8̀ 9R

感染率和千导管日感染率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

!

"

()(3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感染率&

6

'和千导管日感染率比较

组别
(

留置导管日

!

-P:

"

感染例数

!

(

"

感染率

!

6

"

千导管日

感染率!

p

"

观察组
*(( !()3P1)# #. 22)*

:

2!)*

:

对照组
2"( ")"P*)" 0" *(). *()"

!!

:

%

!

"

()(3

#与对照组比较$

@)A

!

两组患者
O8̀ 9R

病原菌分布比较
!

两组患者总共培养

出
!3#

株病原菌#其中有
#"

株革兰阴性菌!

11)26

"#有
3"

株

革兰阳性菌!

*.)06

"#有
20

株真菌!

!0)(6

"$观察组中革兰

阳性菌比率低于观察组!

!Q()(!

"#其他病原菌分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1

$

表
1

!!

两组患者
O8̀ 9R

病原菌分布比较#

(

&

6

'$

组别
(

革兰阴性菌 革兰阳性菌 真菌

观察组
*(( *.

!

33)2

"

2(

!

2")"

"

!(

!

!1)"

"

对照组
2"( *2

!

*#)(

"

*"

!

1*)0

"

!0

!

2()2

"

!

2

()23 .)3* 2).(

! ()#2 ()(! ()!(

A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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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患者病情较重#常需要留置尿管#尿路感染的风险大$

降低
O8̀ 9R

的发生临床意义重大$目前常用呋喃西林*肥皂

水等进行尿道口护理#但效果一般$本研究结果表明#与温水

擦浴加
()(26

呋喃西林相比#

26

葡萄糖氯已定擦浴具有更低

O8̀ 9R

感染率和千导管日感染率#能更有效降低革兰阳性菌

感染#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陈文森等'

1

(的研究表明#患者用

氯己定擦浴可以减少导管相关性血源感染$吴晓琴等'

3

(研究

提示#氯已定洗浴可抑制皮肤表面暂居菌#降低中心静脉导管

相关血流感染的风险$氯已定口腔护理还可减少患者耐甲氧

西林金葡菌感染'

#

(

$此外#氯已定术前擦浴尚可减少手术切口

感染'

.

(

$上述研究提示#氯己定能减少血液*皮肤*口腔的感

染$本研究提示#氯己定尚能减少导管相关性尿路感染$氯己

定抗菌活性广#不良反应不大'

*

(

#且对皮肤黏膜刺激性小'

0

(

#常

用于皮肤黏膜消毒$氯己定能吸附在细菌胞浆膜的渗透屏障#

使细胞内容物漏出#从而导致细菌活性受到抑制甚至死亡#其

杀菌效能快速而且强烈'

"

(

#能高效清洁导管入口的污染皮肤#

进而减少导管相关感染'

!(

(

$氯己定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

假单胞菌等耐药菌生物膜有较明显的杀灭作用'

!!/!2

(

$因此#

对于危重症患者#临床上可考虑使用
26

葡萄糖氯已定沐浴液

擦浴预防导管相关尿路感染#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既往关于

氯己定的研究#多集中在血源*皮肤*口腔等部位#且多采用肥

皂水做对照#多采用
O8̀ 9R

发生率做结局指标$本研究主要

关注氯己定对尿路感染的影响#采用呋喃西林做对照#采用千

导管日感染率等指标$该指标考虑了住院时间的影响#较

O8̀ 9R

更科学$此外#本研究尚分析了氯己定对
O8̀ 9R

细

菌分布的影响$因此#较既往研究有一定差异#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但本研究样本量相对不大#有一定局限性#需要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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