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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压疮作为护理质量的敏感指标!一直是护理管理者重点关注的话题%近年来!随着实践的深入!

人们对压疮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拓展!其中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已引起广泛重视%对于这类压疮的预防

和管理!目前多推荐预防性使用敷料%但是!临床上对于敷料在使用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还存在诸多的争议!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敷料的临床应用和推广%本文就预防性敷料在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综

述!以期为临床护理人员选用敷料提供参考%

"关键词#

!

压疮'医疗器械'预防性敷料

"中图法分类号#

!

E'C

"文献标识码#

!

9

"文章编号#

!

+,C+SA!'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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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

I1R5.-XR1Y5.1S31X-01R

Z

31LL/31/X.13L

(

D&E%?L

&是由于医疗器械产生压

力而造成的皮肤和$或&皮下组织$包括黏膜&的局限

性损伤(其损伤范围与接触部位的医疗设备形状一

致!

+

"

#有研究表明(使用医疗装置的患者都存在一定

程度的压疮风险(其危险性比未使用器械的患者高

)('

倍!

)

"

#

D&E%?L

是院内常见的护理不良事件(一

旦发生(将持续影响患者的舒适感和治疗的依从性(

并且常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

!

"

#目前对于
D&E%?L

管理的重点在于积极评估和早期预防(经过皮肤观察

和危险因素评估确认有发生
D&E%?L

风险者(应尽

早预防性使用敷料#预防性敷料是一类有压疮预防

作用的敷料总称(目前主要包括透明薄膜敷料*泡沫

敷料及水胶体敷料等!

'

"

#由于这类敷料在
D&E%?L

防治中的效果显著*前景可观(世界伤口愈合联合会

最新发布的一项共识文件(建议将长时间使用医疗器

械和固定装置作为应用敷料的临床指征!

;

"

#近年来(

护理领域对预防性敷料的关注度也不断增加#本文

现从
D&E%?L

发生概况*预防性敷料的作用及选用

依据*使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展开综述(旨在

为临床护理人员选用敷料提供参考(以提升敷料在压

疮防治中的临床效果(控制
D&E%?L

的发生#

!

!

D&E%?L

发生现状不容乐观

!!

美国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近
+*

万例压疮患者

中(有
A(!J

的压疮都是由医疗器械引起的!

,

"

#目前

国内尚缺乏大规模的统计数据(当前研究多集中在重

症监护室$

O"?

&等急危重症科室!

C

"

#如王娟等!

A

"通过

对两所综合性医院的
O"?

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D&E%?L

的发生率为
;(!J

#由于临床上所涉及的

医疗器械品种众多*应用广泛(其构成材料和固定方

式都有可能造成局部皮肤的损伤(使得
D&E%?L

存

在一定程度的高发性和难免性#此外(医疗器械造成

的压疮解剖位置十分特殊(多好发于头面颈部等缺少

皮下脂肪保护的部位!

<

"

(因此进展迅速(后果严重!

+*

"

#

有研究发现(高达
C'J

的
D&E%?L

在首次发现时已

经是
'

*

,

度甚至不可分期压疮!

++

"

#对于
D&E%?L

的预防(重点在于解除压迫和进行局部保护#但大多

患者由于治疗所需*病情所迫(其身上携带的器械或

管道可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除(局部组织持续承受

压力不可避免#因此(护理人员不得不在落实压疮护

理常规的基础上(关注器械以外的其他因素(以减少

压疮发生风险#新型敷料在传统压疮$骶尾部*足跟

等&预防中的效果已得到广泛认可(而它在
D&E%?L

防治中的作用(逐渐成为压疮管理者研究的热点#

"

!

预防性敷料能有效降低
D&E%?L

的发生率

!!

器械的长期使用可造成局部皮肤持续受压和温

湿度变化(加之使用器械的患者多伴随有其他全身性

的基础疾病(各种危险因素的综合作用(将导致发生

压疮的风险增加!

+)

"

#若能采取某种措施减轻
D&E

%?L

发生*发展的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便能有效控

制其发生#当前多推荐在医疗器械与皮肤接触部位

预防性使用敷料!

+!

"

#预防性敷料不仅可以使压力再

分布(而且能够较好地调节微环境(尤其在设备放置

过紧而又无法短期内去除的情况下(能够显著提高

D&E%?L

的预防效果!

+'

"

#通过文献回顾可知(当前

使用最普遍的是透明薄膜敷料*泡沫敷料及水胶体敷

料(但不同敷料的作用方式各有侧重!

+;

"

#如薄膜敷料

能够避免器械和皮肤的直接接触(减少来自医疗器械

的摩擦力(具有价格便宜*贴合性好*无需移除就可以

观察局部皮肤等优势(特别适合静脉置管及各种导管

的固定!

+,

"

#而水胶体敷料较薄且透明(在身体不规则

部位也有较好的贴合性(适合于压力产生较小的器

械(如面罩*鼻导管等!

+C

"

#泡沫敷料具有较好的减压

功效及渗液管理能力(因此适用于压力大或渗出物较

多的情况(如骨科器械!

+A

"

#现已有大量研究对上述敷

料的压疮防治效果进行验证(如
N$:K">

等!

+<

"通过

对气管造瘘患者使用美皮康敷料等预防性措施(使

D&E%?L

发生率由原来的
A(+J

降低到
!('J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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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无敷料组*薄膜敷料组及水胶体

组进行研究发现(在皮肤和医疗器械之间使用敷料可

有效降低鼻部压疮的发生率(且水胶体敷料组预防压

疮效果优于透明薄膜组#国内学者黄蕾等!

)+

"

*张臖

等!

))

"通过系统评价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即预防性敷料

相对于常规护理措施(不仅能有效降低
D&E%?L

发

生率(还可以节省医疗机构的开支(值得临床推广#

尽管不同敷料的作用方式不同(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
D&E%?L

发生率#

#

!

选择预防性敷料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

!

明确不同敷料的特性
!

没有任何一种敷料能一

成不变地应用于不同类型器械导致的压疮或同一压

疮的不同愈合时期(当前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某种

敷料的临床效果优于另一种敷料!

)!

"

#在选择敷料时(

应充分了解各种敷料的特性#理想中应用于
D&E

%?L

的敷料应满足以下特点%减压效果显著(超强的

渗液管理能力(皮肤致敏的风险性低(不会干扰医疗

器械的正常使用(能够满足不同部位的贴合要求(便

于皮肤观察及反复揭开(便于护理人员操作等(当然

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事实上(每种敷料都存在一

定的缺点或使用禁忌#如薄膜敷料相对较薄(减轻垂

直压力和吸收渗液的能力十分有限(容易造成周围皮

肤的浸渍)泡沫敷料可影响干燥伤口的愈合(且材质

较厚(影响器械的密闭性)而水胶体敷料在移除时可

能造成局部皮肤的二次损伤(且费用相对昂贵!

)'S);

"

#

因此(只有在对敷料特性和禁忌证有足够了解的基础

上(才能综合利弊(做出恰当的选择#

#("

!

基于循证进行敷料的选择
!

如果敷料选择或使

用不当(不仅达不到压疮防治效果(还可能增加压疮

发生风险或导致现有压疮进一步恶化#因此(护理人

员在选用敷料前应再三考虑(所选敷料是否被以往实

践证明安全有效*运用到当前的临床情境中是否同样

可行等(最后在有足够证据支撑的基础上做出抉择#

当前敷料的选用尚无规范可循(压疮防治指南建议在

选择预防性敷料时要考虑以下因素%敷料管理潮湿及

微环境的能力*粘贴及去除的容易程度*敷料的厚度*

医疗器械所在的解剖位置及医疗器械的类型和目的

等!

),

"

#但以上也仅仅是一些概括性的叙述(并未提供

操作性的指导意见#关于选用敷料的具体操作事项(

较为散在地出现在各大文献资料中#如针对不同时

期的
D&E%?L

(综合分析发现(早期压疮在使用水胶

体及薄膜敷料时效果较为理想!

)C

"

#而对不同性质敷

料进行比较研究(如黏性*透明度等(研究者推荐使用

非黏性敷料(相比于传统的黏性敷料(其使用周期更

长(且易于揭除(对局部皮肤有较好的保护作用(患者

在经济上也易于接受!

)A

"

#总之(护理人员应在遵循敷

料指导意见的同时(应积极寻求最新证据并辩证分

析(以确保选择敷料时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

!

充分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
!

由于患者基础疾

病*全身状况*使用的器械及其他危险因素都存在差

异(因此在了解敷料特性*遵循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应

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最终选择适合不同患者及临床

应用的敷料#舒适性和成本问题是影响患者对敷料

接受程度的两个重要因素#如果使用敷料后患者有

不舒适感(可能会直接导致患者对治疗的不配合甚至

造成器械相关性不良事件(需引起护理人员足够的重

视#而对于经济能力有限(不能接受昂贵敷料的患

者(可选用成本较低的替代产品(或者联合使用传统

敷料(如纱布*面巾纸*棉花等(也能达到一定程度的

促进舒适*预防压疮的目的!

)<

"

#总之(选择敷料要因

人而异(综合考虑(联合应用(兼顾患者的舒适性和接

受度(选择安全有效(使用简便(性价比高的敷料(帮

助患者获得最佳预防效果#

A

!

预防性敷料的推广面临诸多困难

!!

目前预防性敷料还没有被当作压疮的标准预防

方案(其临床推广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

+

&护患双

方认识的误区%预防性敷料是一种新型的压疮防护措

施(患者和家属无法理解在完整皮肤上应用敷料的做

法(护理人员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途径去获取相关知

识和操作技能!

!*

"

(对敷料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敷料阶

段#部分工作人员误以为使用了敷料就可以一劳永

逸(无需采取其他预防措施)或者使用了敷料可以一

直保持(直至更换)甚至觉得太薄的敷料对压疮形成

的危险因素没有太大影响等#$

)

&特殊部位应用受

限%

D&E%?L

包括皮肤和黏膜两种类型的压疮(而黏

膜处压疮具有部位隐蔽*组织脆弱*分泌物不断产生

及无法判定分期等特点(给敷料的使用带来很多不

便#对于不规则部位$如耳郭*鼻部等&皮肤的保护(

敷料也面临着剪裁困难(难以固定(影响器械密闭性

的问题#$

!

&成本太高影响推广%由于新型敷料相对

昂贵(在完整皮肤上预防性使用敷料尚不属于医疗报

销的范围(导致在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很多患者和家

属拒绝使用预防性敷料!

!+

"

(而当前也缺少相关成本效

益分析的高质量证据#$

'

&敷料性能有限(难以兼顾%

在使用了预防性敷料的情况下(仍要强调定期观察器

械下的皮肤#因此临床上通常将敷料反复揭开(但是

这种做法既缩短了敷料的使用周期(又增加了皮肤撕

脱的风险)如果不揭开检查明显不符合规定(护理工

作显得被动(这也使得护理人员在实际操作中无所适

从!

!)

"

#此外(尽管敷料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减压效果(

但是如果不规范应用(不加强观察及使用多层敷料(

反而会增加皮肤与器械接触面的压力(增加压疮发生

风险!

!!

"

#每种敷料的性能及作用方式各有不同(尤其

是在较为复杂的案例中(没有敷料能够兼顾(以上都

是在今后的研究中要面临和攻克的难题#

B

!

小
!!

结

!!

D&E%?L

的危害性不容忽视(目前对
D&E%?L

的防治经验多来源于传统压疮(未来应更多地关注

D&E%?L

的特殊之处(以指导临床落实相关预防措

施#凡是使用医疗器械的患者都有发生
D&E%?L

的可能(而敷料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护理管理

者可尝试将其纳入压疮护理常规并监督落实#在今

后的研究中(应针对特定人群*特殊部位及器械进行

敷料的设计(而各种敷料的经济学效益也是重点要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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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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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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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内容#最后应当明确(预防性使用敷料只是一种

辅助性手段(不能代替标准预防方案(医疗器械下持

久不缓解的压力才是压疮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在临

床工作中还应加强器械的管理及与器械商的合作(同

时创新护理实践(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器械固定方法(

以确保所提供器械的舒适性*柔韧性(以及患者使用

器械时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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