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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重耐药)使治疗上极其困难)因此有效的预防是控制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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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循证基础的治疗及护理措施来处理临床上某种难治的疾患)

措施中的每个元素都经临床证实能改善患者结局)且共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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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

"干预组*对照组$

干预措施 结局指标 质量等级

万君&

!)

'

!%+) +,"

*

+,"

病房管理%严格无菌操作%手卫生%鼻饲护理%呼吸机管道护理%人工气道护理%口腔护理
(+

W

李健等&

!"

'

!%+" "'

*

"'

手卫生%呼吸机及管道管理%维持气囊压力%按需密闭式吸痰%床头抬高%镇静及每日唤醍%拔管评估%成

立监督小组
()

W

张文艳&

!'

'

!%+) ++%

*

+!'

病区环境管理%手卫生%鼻饲护理%呼吸道护理%口腔护理
()*+

W

冯向莉等&

!,

'

!%+) ")

*

"(

手卫生%抬高床头%口腔护理%口咽和气管护理%拔管评估%预防消化道溃疡%预防深静脉血栓%镇静
(*+

8

谢玉珍&

!*

'

!%+) "%

*

"%

床头抬高%声门下吸引%保持气囊压力%口腔护理%手卫生
(*+

W

张亚光等&

!#

'

!%+' )%

*

)%

抬高床头%呼吸道湿化%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消化性溃疡的预防
()*

W

曾顺芳等&

(%

'

!%+( "'

*

"'

抬高床头%镇静及每日唤醒%预防消化道溃疡%预防深静脉栓塞%严格无菌操作%预防细菌定植
()*

W

韩艳萍等&

(+

'

!%+( ,(

*

,(

口腔护理%分泌物的管理%体位管理%胃肠营养的管理
()*+

W

王玲等&

(!

'

!%+" +%#

*

+%)

病室环境管理%加强体位及重点部位护理%吸痰%严格落实消毒隔离制度%呼吸机管理%探视控制
()

W

!!(

!

].7

的发生率%

)

!

].7

的死亡率%

*

!机械通气时间%

+

!住
38F

的时间

图
!

!!

漏斗图

>&!

!

-AK2

分析结果

>&!&=

!

].7

的发生率
!

!)

篇文献均报道了
].7

的发生率)

总体异质性检验"

"b%&+#

)

$

!

b!%$

$)异质性可忽略)根据不

同试验设计进行亚组分析)随机对照组"

$

!

b%$

)

"b%&#)

$)非

随机对照组"

$

!

b+,&#$

)

"b%&(%

$)两组均无明显异质性(固

定效应模型"

J&b%&(#

)

#"$ #$

!

%&()

!

%&)"

)

2b+!&('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集束化干预能显著降低
].7

的发生率)见图
(

(

图
(

!!

干预组与对照组
].7

的发生率的

-AK2

分析&固定效应模型'

>&!&>

!

死亡率
!

+%

篇&

#

)

!!

)

+(1+)

)

!"1!'

)

!#1(!

'文献以死亡率为评价指

标)异质性检验"

"b%&'(

)

$

!

b%$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J&b

%&("

)

#"$ #$

!

%&!'

!

%&)*

)

2b'&)(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提示相较对照组)集束化干预能降低干预组的死

亡率)见图
)

(

图
)

!!

干预组与对照组死亡率的
-AK2

分析&固定效应模型'

>&!&!

!

机械通气时间
!

有
+!

篇&

+'1+*

)

!+1!(

)

!'1(+

'文献采纳机械通

气时间作为评价指标)经敏感性分析剔除文献&

!"

)

(!

')异质性

"

"

#

%&%+

)

$

!

b,!&)$

$)按发表年限亚组分析"采用随机效应

模型)

H-^ba%&,"

)

#"$#$

!

a%&#"

!

a%&""

)

2b,&("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干预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较

对照组明显缩短)见图
"

(

图
"

!!

干预组与对照组机械通气时间

的
-AK2

分析&随机效应模型'

>&>&?

!

38F

入住时间
!

+%

篇文献&

+"

)

+,

)

(+

)

!+1!)

)

!'1!*

'报道了患者

住
38F

时间)按发表年限亚组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异质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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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性检验 结 果 显 示 "

$

!

b,%&*$

)

H-^b a%&,*

)

#"$#$

!

a%&#*

!

a%&"(

)

"

#

%&%+

$(

!

!

讨
!!

论

!!

从所纳入的文献资料可看出)各个研究集束化护理方案的

护理元素都不完全相同)王晓萍等&

((

'指出集束化干预方案的

具体内容确定与参与方案制订者对参考文献的选取标准)以及

所选定的医院等级及科室设备条件#工作人员配置及医务工作

者对于每项元素的认同性有关(而且不同地区
].7

致病菌

种类#比重分析甚至人员的倾向性都会有所差异(但是都是在

医学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开展集束化措施(本

次
-AK2

分析显示)集束化护理干预即将多个有循证基础的护

理元素集合在一起)共同实施到机械通气的整个过程中)对预

防
].7

的发生有显著的干预效果(这说明包含
3E3

提出的

措施中至少
)

项的集束化干预方案能有效降低
].7

的发生)

而其他增加的措施例如)呼吸机管道护理)必要时吸痰等也会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综合措施的集束化的干预效果是显

著的(

且各结局指标都是相互关联的)

].7

的发生能延长住院

时间)研究报道每增加机械通气
+T

)

].7

发生的危险性就增

高
+$

!

($

)同时
].7

的发生又会再延长机械通气时长&

()

'

)

形成恶性的循环(而集束化干预能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及入住

38F

时间)既能减轻患者痛苦)又能降低医疗费用)节省医疗资

源(对于患者的死亡率)相较对照组)干预组患者死亡率明显

降低(可能原因是降低了
].7

的发生)或是集束化干预对病

情进展有影响)从而降低了死亡率(

同时)近几年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对研究期间依从性的控

制)应对方式主要有成立监督小组及执行计划表等(李健

等&

!"

'在其文献中就提到应用监督小组及计划表)但未展开详

细描述是如何操作实施的(且在国内的研究中对于集束化干

预策略在临床实施的依从性问题较少)对依从性评价也随之更

少(多数研究开展干预仅是一段时间)未能有持续的效果(因

此)在以后工作中也应更多关注临床实施依从性方面)以及每

项措施在研究中的效果反馈和依从性)使集束化干预的内涵更

加丰富#完善)更加重视综合护理措施的持续性)从而保证

].7

预防效果的有效性(

!!

本研究的局限性!纳入的国外随机试验较少)主要原因在

于国外很多研究的数据都以
+%%%

个住院日或机械通气日为

基础单位来计算
].7

发生率#机械通气时长等指标)与国内

指标相比较时有一定差异)在日后国内研究中)是否应逐渐与

国际接轨采用统一结局指标单位)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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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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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保护膜等优势产品%"

'

$定期评估)并根据

患者舒适要求及经济情况选择适当护理产品(

?

!

后效评价

!!

患者选择上述皮肤护理方案后)会阴处皮肤未发生
3.̂

或压力性溃疡(再次评估后发现患者会阴皮肤评估量表评分

为
"

分)极大改善周围皮肤状况)患者及家属对护理效果满意

度较高(但由于患者活动受限)失禁情况未根治)长期化疗营

养低下)仍存在发生
3.̂

风险)后期效果仍需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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