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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神经外科开颅清洁切口手术部位感染"

778

#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感染控制措施%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
D:D

例神经外科开颅清洁切口手术的病历资料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

例"

!$B==T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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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手术切口感染
!@

例!器官腔隙感染
D#

例!有
!

例同时发生了切口感染和器官腔隙

感染%单因素分析显示(术中出血量大于或等于
D@@H6

$手术持续时间大于或等于
D?

$术前住院时间大于或

等于
#A

$再次手术$留置脑室引流管$急诊手术$幕下肿瘤经后颅窝入路$术前合并糖尿病等因素与
778

的发生

密切相关"

C

$

@B@:

#)多因素分析显示(术中出血量大于或等于
D@@H6

$再次手术$急诊手术$留置脑室引流管$

手术持续时间大于或等于
D?

$术前住院时间大于或等于
#A

是神经外科开颅清洁切口手术
778

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

C

$

@B@:

#%结论
!

应加强手术团队配合及急诊手术的管理$缩短手术时间及术前住院时间$减少术中

出血量$避免再次手术$尽早拔除脑室引流管等!减少
778

的发生%

'关键词(

!

外科伤口感染)神经外科)影响因素

'中图法分类号(

!

,<!"YB=

'文献标识码(

!

9

'文章编号(

!

!<#!>;=D;

"

$@!;

#

$$>$"$D>@D

G*

9

17&1,-.

9

-.771*+0+0/

)

717*41+4.,&1*+-./0&.(40,&*-70&7'-

9

1,0/71&.1+D:D,07.7*4,/.0+1+,171*+,-0+1*&*:

)

%

!+$%G-)=:-3

"

GBL/)

*(

'3)

*

"

&

S

0

/1-2'3)N33,

"

L'152#

44

'6'-2/<"35

0

'2-63

4

A:3)

*(

')

*

;/<'=-6>)'?/15'2

7

"

A:3)

*(

')

*

D@@@!<

"

A:')-

'

!!

*

;27&-0,&

+

!

<2

=

.,&18.

!

U2+)+'

3

N-1?-()S'5-)*()

K

S+*120.2S.50

K

(*+'.(1-()S-*1(2)

&

778

'

())-502.50

K

(*+'

*'-+)()*(.(2)*0+)(212H

3

Z(1?)-502.50

K

-0

3

+)A12

/

02

/

2.-()S-*1(2)*2)102'H-+.50-.B>.&5*(7

!

U?-H-A(*+'

0-*20A.A+1+()D:D*+.-.2S)-502.50

K

(*+'*0+)(212H

3

Z(1?*'-+)()*(.(2)S02H4+)5+0

3

12F-*-HJ-0$@!<Z-0-

0-102.

/

-*1(M-'

3/

-0S20H-A+)A

/

-0S20H-A1?-.1+1(.1(*+'+)+'

3

.(.B?.7'/&7

!

9H2)

K

D:D*+.-.

"

7782**500-A():<

*+.-.Z(1?1?-()S-*1(2)0+1-2S!$B==T

"

()Z?(*?!@*+.-.Z-0-1?-()*(.(2)()S-*1(2)

"

D#*+.-.Z-0-1?-20

K

+)

*+M(1

3

()S-*1(2)

"

+)A!*+.-.(H5'1+)-25.'

3

?+A()*(.(2)()S-*1(2)+)A20

K

+)'+*5)+0()S-*1(2)BU?-5)(M+0(+1-+>

)+'

3

.(.0-.5'1..?2Z-A1?+11?-S+*120..5*?+.()10+2

/

-0+1(M-J'22A

#

D@@H6

"

2

/

-0+1(2)1(H-

#

D?

"

/

0-2

/

-0>

+1(M-?2.

/

(1+'.1+

3#

#A

"

0->2

/

-0+1(2)

"

()AZ-''()

K

1?-M-)10(*'-A0+()+

K

-15J-

"

-H-0

K

-)*

3

.50

K

-0

3

"

()S0+1-)120(>

+'15H20.1?025

K

?1?-

/

2.1-0(20S2..++

//

02+*?

"

/

0-2

/

-0+1(M-*2H

/

'(*+1()

K

A(+J-1-.?+A1?-*'2.-*200-'+1(2)

Z(1?7782**500-)*-

"

1?-A(SS-0-)*-.Z-0-.1+1(.1(*+''

3

.(

K

)(S(*+)1

&

C

$

@B@:

'

BU?-H5'1(M+0(+1-+)+'

3

.(.0-.5'1.

()A(*+1-A1?+1()10+2

/

-0+1(M-J'22A'2..

#

D@@H6

"

0->2

/

-0+1(2)

"

-H-0

K

-)*

3

2

/

-0+1(2)

"

()AZ-''()

K

M-)10(*5'+0

A0+()+

K

-15J-

"

2

/

-0+1(2)1(H-

#

D+)A

/

0-2

/

-0+1(M-?2.

/

(1+'(N+1(2)1(H-

#

#AZ-0-1?-()A-

/

-)A-)10(.IS+*>

120.S207782**500-)*-().50

K

(*+'()*(.(2)2S)-502.50

K

(*+'*0+)(212H

3

&

C

$

@B@:

'

B@*+,/'71*+

!

U?-0-+0-

H+)

3

S+*120.+SS-*1()

K

778()*'-+)()*(.(2)*0+)(212H

3

B81(.)-*-..+0

3

12.10-)

K

1?-)1?-*22

/

-0+1(2)2S1?-2

/

>

-0+1(2)1-+H+)A1?-H+)+

K

-H-)12S-H-0

K

-)*

3

.50

K

-0

3

"

.?201-)1?-2

/

-0+1(2)1(H-+)A

/

0-2

/

-0+1(M-?2.

/

(1+'

.1+

3

"

0-A5*-1?-()10+2

/

-0+1(M-J'--A()

K

"

+M2(A1?-0-2

/

-0+1(2)

"

0-H2M()

K

1?-M-)10(*'-A0+()+

K

-15J-+.-+0'

3

+.

/

2..(J'-

"

+)A0-A5*-1?-2**500-)*-2S778B

*

A.

)

3*-(7

+

!

)-502.50

K

-0

3

-

.50

K

(*+'.(1-()S-*1(2)

-

2

/

-0+1(2)

-

()S'5-)*()

K

S+*120

!!

外科手术部位感染指无植入物术后
=@A

!有植入

物术后
!

年内发生的与手术有关的感染#据文献报

道"医院感染的发生率为
=T

!

$!T

"而手术部位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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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医院感染的
:T

!

=:T

"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所

广泛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涉及手术患者安全*

!

+

#神

经外科手术具有手术时间长!手术难度大等特点"

778

D$"$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D#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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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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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经外科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调查数据显示其发

生率为
$T

!

!;T

*

$

+

#一旦发生
778

将延长患者的住

院时间"增加社会和个人的经济负担"影响患者的预

后及转归"甚至导致患者死亡及可能引发医疗纠纷

等*

=

+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本院
D:D

例神经外科开颅

清洁切口手术
778

的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提出预防

措施为临床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B!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研究本院
$@!<

年
!%!$

月

所有神经外科开颅清洁切口手术共
D:D

例"排除术后

=A

出院的病例或术前已有颅内感染的病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手术时间

&

DB:d!BD

'

?

"平均出血量
=";H6

#其中
:"

例输血"

!D

例因术后出血行再次手术"

D$

例术前合并有糖尿

病#

D:D

例手术疾病分类(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D

例"

血管疾病
$!@

例"帕金森病
!@

例#均采用气管插管

全身麻醉"在切皮前
=@H()

至
$?

内输注了抗生素"

手术时间超过
=?

或术中出血量超过
!:@@H6

追加

一组抗生素"手术器械及无菌物品灭菌合格"均有植

入物"术中无低体温"手术间严格控制人员在
;

!

!@

人"手术团队均经过严格的外科无菌技术操作培训"

层流手术间每月空气培养一次合格"接台手术均常规

清洁手术间层流半小时后患者再入室#

!B"

!

资料收集方法
!

通过麦迪斯顿手术麻醉信息系

统查阅
D:D

例神经外科手术的病历资料"制作
-X*-'

表格进行相关信息的统计"包括患者的住院号!性别!

年龄!身高!体质量!手术名称!手术持续时间!术前住

院时间!住院日!基础疾病&糖尿病!低蛋白血症等'!

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再次手术!手术入路!有无引

流管及类型!是否急诊!有无植入物!术前抗生素!

778

类型等#

!B#

!

778

诊断标准
!

以
$@@!

年卫生部颁发的$医院

感染诊断标准&试行'%为依据#

778

包括表浅手术切

口感染!深部手术切口感染!器官腔隙感染#颅内感

染属于器官腔隙感染#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E77$!B@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在

单因素分析基础上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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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

g@B@:

"以
C

$

@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B!

!

在
D:D

例手术中有
:<

例&

!$B==T

'发生
778

"其

中手术切口感染
!@

例&

$B$@T

'"器官腔隙感染
D#

例

&

!@B=:T

'"有
!

例同时发生了手术切口感染和器官

腔隙感染#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急诊手术!

留置脑室引流管!手术时间大于或等于
D?

!术前住院

时间大于或等于
#A

!术中出血量大于或等于
D@@H6

!

再次手术!幕下肿瘤经后颅窝入路手术是
778

的潜在危

险因素#手术患者一般资料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手术患者一般资料单因素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

感染*

)

&

T

'+

!

"

$

C

性别

!

男
!;# $!

&

!!B$$

'

@B=:" @B:D"

!

女
$<# =:

&

!=B!@

'

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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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

&

!$BD<

'

@B@!: @B"@D

!#

<@

岁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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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

!

是
D$ !@

&

!"B@!

'

:B<=< @B@!;

!

否
D!$ D<

&

!!B<=

'

WV8

!$

$: ==D D@

&

!!B"$

'

@B!:@ @B<";

!#

$: !$@ !<

&

!=B==

'

是否急诊

!

是
<: !=

&

$@B@@

'

DB!$$ @B@D$

!

否
=;" D=

&

!!B@:

'

脑室引流

!

有
!$@ $"

&

$DB!#

'

=<B"<! @B@@@

!

无
==D !<

&

DB#"

'

手术时间

!$

D? !#< ;

&

DB::

'

!<B!$# @B@@@

!#

D? $#; D;

&

!#B$<

'

术前住院时间

!$

#A =@= =@

&

"B"@

'

DB""@ @B@$:

!#

#A !:! $<

&

!#B$$

'

术中出血量

!$

D@@H6 =@D $=

&

#B:#

'

!"B=:$ @B@@@

!#

D@@H6 !:@ ==

&

$$B@@

'

再次手术

!

是
$! #

&

==B==

'

;B"#" @B@@=

!

否
D== D"

&

!!B=!

'

输血

!

是
<: !!

&

!<B"$

'

!BD## @B$$D

!

否
=;" D:

&

!!B:#

'

手术入路

!

幕下
;: !<

&

!;B;

'

DB@#$ @B@DD

!

幕上
=<" D@

&

!@B;

'

"B"

!

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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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留置脑室引流管"再

次手术"急诊手术"术中出血量大于或等于
D@@H6

"

手术持续时间大于或等于
D?

"术前住院日大于或等

于
#A

是神经外科开颅清洁切口
778

发生的独立危险

因素"结果见表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D#

卷第
$$

期



表
$

!!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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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

8I+ F-65 <

4

5'

*

+K

0

&

U

'

":TAB

脑室引流管
@B;@D @B=$: <B!@: ! @B@!= $B$=: !B!;!

!

DB$=@

再次手术
!B#:$ @B:!: !!B:<$ ! @B@@! :B#<D $B!@@

!

!:B;!"

急诊手术
@B"=D @BD@$ :B="! ! @B@$@ $B:DD !B!:#

!

:B:"D

出血量大于或等于
D@@H6 @B#<" @B=D" DB;D< ! @B@$; $B!:# !B@;;

!

DB$#<

手术时间大于或等于
D? @B":$ @BD#= DBD@: ! @B@DD $B:"! !B@$:

!

<B::$

术前住院日大于或等于
#A @B"<! @B=$" ;B:== ! @B@@= $B<!: !B=#$

!

DB";:

#

!

讨
!!

论

!!

颅内感染是神经外科患者开颅手术后最常见的

并发症"是导致颅脑手术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D

+

"本

研究
D:D

例手术中有
:<

例发生
778

"其中器官腔隙感

染
D#

例&

;=B"=T

'"死亡
!=

例#李倩等*

:

+报道开颅

手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约为
$B<@T

!

=@B@@T

"且发

生者死亡率超过
=@B@@T

#

颅脑手术持续时间的长短与手术后颅内感染的

发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更长的手术时间增加
778

相

关并发症*

<

+

"本研究发现"手术时间大于或等于
D?

"

术后发生
778

的概率更高"其感染率为
!#B$<T

#可

能由于手术时间越长"手术切口暴露时间长"被微生

物感染的机会也因而加大*

#

+

#

本研究结果提示幕下肿瘤经后颅窝入路手术
778

发生率更高"在
:<

例
778

病例中有
!<

例&

$;B:#T

'是

后颅窝手术#本研究中共有
;:

例幕下手术"在幕下

肿瘤经后颅窝入路手术中的感染率为
!;B;$T

"远大

于本研究的
778

发生率#幕下肿瘤经后颅窝入路手

术相对困难"手术时间更长"平均手术时间为&

<B!d

$B@

'

?

"临床报道提示后颅窝手术后器官腔隙感染发

生率约为幕上手术
=

倍*

;

+

"可能与其解剖结构的特殊

性!手术野的暴露!手术体位等与幕上手术不同有

关*

"

+

#因此对于手术难度大!时间长的手术尤其要加

强
778

的综合防控"如围术期血糖的控制!术中无菌

操作!用物准备充分到位!操作娴熟!手术团队配合默

契及术后对
778

的监控等等#

本研究发现留置脑室引流管对
778

有直接的影

响"与李作凌等*

!@

+报道一致"且不同的引流管类型和

留置时间对术后
778

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B@:

'#本研究中留置脑室引流管
!$@

例&包括同时

留置有其他类型引流管'"

$"

例&

$DB!#T

'发生
778

"

留置脑室引流管的患者发生
778

的概率更高"超过
=

A

拔除者感染率为
$!B$;T

"超过
:A

拔除者感染率

=#B:DT

"超过
!

周拔除引流管的患者感染率明显增

加"感染率为
D;BD#T

#与徐明等*

!!

+的报道一致#可

能是因为脑室外引流管直接和外界相通"加大了细菌

通过引流管进入颅内的机会"因此"安置脑室外引流

管时应慎重选择"严格术中无菌操作"引流管现开现

用"避免在空气中暴露过久"尽量使用器械而不要直

接用手接触引流管的前端"术后规范换药及护理"并

在许可的情况下争取
D;?

内拔除引流管#

再次手术是发生
778

的独立危险因素"增加对机

体的创伤"降低机体免疫力#本研究中有
$!

例进行

了再次手术"其中有
<

例&

$;B:#T

'在再次手术时输

血"

#

例发生
778

"再次手术患者
778

发生率为
==B==

T

"其中有
!

例为头皮清创"其余
$@

例均为术后出

血"因此术中应尽量仔细轻柔操作!彻底止血!硬脑膜

缝合完全!引流不留死腔等*

!$

+

-术后加强血压的控制!

凝血功能的监测以及纠正等等"尽量避免再次手术#

术中出血量大"尤其是超过
D@@H6

的患者术后

发生
778

的概率更大#出血量过多导致了机体抵抗

力下降"加上异体输血对机体有免疫抑制作用"因而

更容易发生
778

#所以"外科医生精细的操作"麻醉医

生术中生命体征的维持"手术护士娴熟的配合"也是

减少出血量的重要保障#本研究结果提示输血并不

是
778

发生的危险因素&

C

&

@B@:

'"但减少术中出血

量是外科手术的目标之一"进而减少输注异体血#

术前住院时间大于或等于
#A

的手术
778

发生率

明显增加"可能和患者的一般状况有关"该类患者多

半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术前准备时间过长"可能影响

了其免疫力和抵抗力-急诊手术
778

发生率也同样显

著增加"可能与急诊手术情况特别危急"手术准备不

充分"包括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准备都不充分"应激反

应大有关"因此无论对于术前住院时间长的患者还是

急诊手术患者"应该加强手术感染控制的管理"注重

综合的防控措施"减少
778

的发生#

术前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增加术后
778

发生的风

险*

!=>!D

+

#在本组病例中术前合并糖尿病是发生
778

的潜在危险因素而并不是其独立的危险因素"可能和

围术期妥善处理有关"围术期血糖管理的要点在于控

制高血糖"同时避免发生低血糖"维持血糖平稳#对

血糖的良好控制"能起到预防
778

的效果"对于术前

合并糖尿病者"控制血糖
!$HH2'

)

6

以内"而并非要

将血糖降至正常#

本研究属于回顾性研究"作者只通过电子病历系

统查询到患者住院期间是否发生
778

"无法统计患者

出院以后的
778

"因此统计出的感染率比实际值应该

偏低#术前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已成为神经外科手术

的常规"其效果已经被多项研究所证实*

!:

+

"本研究对

象均预防性使用了抗生素#由于所有患者均有植入

物"因此也没有对植入物进行系统研究"植入物的种

类及多少对
778

的影响"将有待后续研究#本研究主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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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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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涉及与手术相关的感染因素"没有对术后
8&̀

!病

房的空气质量!护理!医疗处置等进行系统研究#由

于神经外科术后
778

发生率高"治疗难度大"预后差"

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院感组"加强对
778

的监控"

预防为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从而降低术后
778

的

发病率"提高治疗的有效率"并且由于发生
778

的因

素涉及围术期各个环节"所以应加强手术人员的管

理"严格无菌操作"提高手术团队的业务能力"关注围

术期的每一个细节"将
778

发生率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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