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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已定乙醇与碘伏在预防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的对比研究"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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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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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侯章梅!

!李
!

帆+

!杨
!

薇!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

医院感染

管理科$

"#

肝胆外科$

+#

护理部
!

'%%%!'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
",

氯已定乙醇与
%#(,

碘伏预防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

Z-L/W

%的效果&方法
!

采用目

标性监测方法!对
"%%

例留置尿管的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试验组!每组
!%%

例&对照组消毒液采用
%#(,

碘

伏!试验组消毒液采用
",

氯已定乙醇!定期留置标本做细菌培养!比较
Z-L/W

的发生率&结果
!

留置导尿后第
+

'

$

'

!%

天结果显示!对照组细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

'

*#%%,

'

!&#%%,

!试验组细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

'

!#%%,

'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致病菌主要为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真菌!分别为

&+#)*,

'

"(#%%,

'

!!#!!,

&结论
!

",

氯已定乙醇较
%#(,

碘伏更能有效预防
Z-L/W

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

!

氯已定乙醇$

!

碘伏$

!

预防$

!

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

!"#

!

$%&'()(

"

*

&+,,-&$)./0(122&/%$2&/%&%1P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留置导尿是临床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临床护理操作#广

泛应用于尿潴留.排尿困难.手术后尿液引流等#但随尿管的侵

入#正常尿道菌群受到干扰#削弱了机体有效排出尿路细菌黏

蛋白的能力#从而使得发生尿路感染的概率增加*

!

+

)导尿管相

关尿路感染$

Z-L/W

&是临床中长期留置导尿管的重要并发

症#也是医院感染的主要原因*

"

+

)研究显示#皮肤消毒液抑菌

效果.导尿管置入方法.导尿管护理质量和抗菌药物临床使用

等对减少
Z-L/W

发生具有影响作用*

+

+

)因此#在置入导尿管

时#采取合适的消毒液对降低
Z-L/W

发生率等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本研究比较
",

氯已定乙醇与
%#(,

碘伏对于预防

Z-L/W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某院

住院期间接受过留置导尿的患者
"%%

例)纳入标准!$

!

&既往

和现在无重大精神疾患和意识障碍%$

"

&患者已知病情%$

+

&自

愿参加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放置导尿管前

尿培养阳性患者%$

"

&乙醇过敏者%$

+

&经调查者解释表示拒绝

合作者)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试验组#每组
!%%

例)两组

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留置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

组别
%

性别

男 女

年龄

$

&%

岁
&%

"$

$%

岁
%

$%

岁

基础疾病

有 无

留置时间

+

"$

$8 $

"

!%8

%

!%8

试验组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方法

$#/#$

!

目标性监测方法
!

统一制订调查表#内容包括患者的

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留置时间.导尿管更换次数.导尿管堵

塞.膀胱冲洗.抗生素使用.留置期间尿常规检查.病原菌检测

等)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每周
"

次或
+

次下科室#与主管

医生一起对上述资料进行登记和完善#对发生医院感染的患

者#及时查找和分析感染发生的原因#及时给予干预措施)

$#/#/

!

实施方法
!

两组入选患者在无菌操作下行留置导尿

后#均常规留取尿液做细菌培养及离心涂片镜检细菌.真菌等

以排除原有尿路感染者)所有患者均采用一次性双腔乳胶气

囊导尿管和一次性密闭引流袋#每周更换引流袋
!

次#每
"

周

更换导尿管
!

次)每天行
!

次会阴擦洗#对照组采用
%#(,

碘

伏棉球#试验组采用
",

氯已定乙醇棉球)两组患者分别于留

置尿管后的第
+

.

$

.

!%

天按无菌技术操作抽取尿液标本送检)

$#'

!

诊断标准
!

按照卫生部
"%%!

年颁布的1医院感染诊断标

准$试行&2进行诊断)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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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FYY!$#%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率

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尿常规检查阳性率比较
!

两组患者留

置导尿第
+

.

$

.

!%

天尿常规检查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H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尿常规检查阳性率比较%

%

&

,

'(

组别
%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试验组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尿标本细菌培养的阳性率比较
!

两组

患者留置导尿第
+

.

$

.

!%

天尿标本细菌培养的阳性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尿标本细菌培养的

!!!

阳性率比较%

%

&

,

'(

组别
%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试验组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细菌培养情况
!

本研究中#细菌培养阳性共计
+'

例#其

中对照组
+%

例#试验组
'

例#阳性率分别为
+%#%%,

.

'#%%,

#

培养出致病菌共计
+&

株#

"

例患者检出
"

种不同致病菌#其余

均只检出
!

种#致病菌主要为革兰阴性菌
"+

株$

&+#)*,

&#包

括大肠埃希菌
!!

株.肺炎克雷伯菌
(

株.铜绿假单胞菌
(

株.

阴沟肠杆菌
"

株%革兰阳性菌
*

株$

"(#%%,

&#包括屎肠球菌
&

株#粪肠球菌
+

株%真菌
'

株$

!!#!!,

&#包括白色念珠菌
+

株

和热带假丝酵母菌
!

株)

'

!

讨
!!

论

'#$

!

不同消毒液预防
Z-L/W

的效果分析
!

目前国内外医务

工作者对降低
Z-L/W

进行相关的探讨)阿根廷*

'

+

.美国*

(

+

.

埃及*

&

+等医疗机构对本国医院重症患者的
Z-L/W

平均发病

密度与插管日进行过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
Z-L/W

平均发病

密度与国家发展水平和医疗水平呈正相关#对选择研究的地

区.医院规模.诊疗操作程序和感染控制水平等存在一定的关

联)

\5B1<

等*

$

+对尿管上微生物定植与泌尿道感染危险因素

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尿路感染中
)$#*%,

的患者都与尿

路插管有关)

O067A148

等*

)

+在美国加州研究尿路导管使用率

与
Z-L/W

的关联#得出两者呈正相关的结论)由此可见#

Z-L/W

感染控制的相关研究已得到国内外医务人员的重视#

对如何延迟长期留置导管表面的生物膜的形成#减少细菌定

植#对于控制
Z-L/W

有重要意义#同时为减少
Z-L/W

的发生

提供依据)自主排尿可将尿路的细菌及其黏蛋白冲洗出去而

达到防止感染的目的)留置导尿破坏了自主排尿冲洗这种机

制#导尿操作不可避免地对尿道黏膜造成损伤#细菌通过尿道

周围黏膜#经尿管腔外进入膀胱或引流袋污染细菌逆行进入膀

胱#尿管表面细菌形成生物膜#导致尿路感染*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留置尿管的第
+

.

$

.

!%

天#试验组的尿

常规检查阳性率$

"#%%,

.

)#%%,

.

!(#%%,

&.菌尿阳性率

$

%#%%,

.

!#%%,

.

+#%%,

&均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的 阳 性 率

$

!!#%%,

.

+"#%%,

.

'$#%%,

&.$

(#%%,

.

*#%%,

.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虽然氯已定是低效消毒剂#为阳

离子表面活性剂#但对细菌有明显的亲和力#能破坏细菌细胞

膜#抑制细菌代谢酶*

!%

+

#具有广谱杀菌.抑菌作用#抗菌谱包括

革兰阳性和革兰阴性菌.真菌以及某些病毒)任慧和江褶*

!!

+

等对两种浓度氯已定皮肤消毒剂持续抑菌效果进行过观察研

究#发现不同浓度氯已定消毒即时的杀菌率都在
**,

以上#经

英国测试和材料协会$

-Y/S

&相关测试方法检测氯已定皮肤

消毒后在皮肤上有明显的残留抑菌活性%乙醇属于中效消毒

剂#对细菌繁殖体.病毒与真菌孢子有杀灭作用%氯已定醇基本

组成是以氯已定大于或等于
"%%%D

;

"

V

与体积分数
$%,

左

右乙醇#以及其他辅助成分制备而成的液体消毒剂*

!"

+

#二者联

合进一步增强消毒效果及抑菌时间)目前国内文献报道#证实

其杀菌效果及安全性*

!+

+

)柳英和柳杰*

!'

+比较观察了碘伏与

氯已定的消毒皮肤效果#杀菌效果无明显差异#但长效抗菌消

毒性#氯已定明显优于碘伏)国外学者报道#对醋酸氯已定乙

醇复方消毒剂和碘伏类消毒剂#用于手术前消毒皮肤预防手术

切口感染#氯已定乙醇对于泌尿系统修复手术部位皮肤消毒取

得良好的消毒效果#消毒皮肤后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

#而碘

伏消毒后的阳性率为
+",

*

!(

+

)彭懿等*

!&

+对导尿管外涂氯已

定预防尿路感染进行了研究发现#

",

洗必泰润滑导尿管进行

导尿#可有效防止细菌通过尿道周围黏膜经尿管管腔外进入膀

胱#对预防早期尿路感染是一种有效简便的方法)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留置导尿过程中使用
",

氯已定乙醇#患者局部皮肤.

黏膜无不适感#其消毒.抑菌效果明显优于
%#(,

碘伏#对控制

Z-L/W

发生率有积极的作用)

'#/

!

细菌培养情况分析
!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
Z-L/W

感染患者$

+"

"

+'

&只培养出
!

种致病菌#这和谢多双等*

!$

+的研

究结果一致)

Z-L/W

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为革兰阴性菌

$

&+#)*,

&#其次是革兰阳性菌$

"(#%%,

&.真菌$

!!#!!,

&#和

文献*

!).!*

+报道一致)肠杆菌科细菌检出量最多#其中大肠

埃希菌检出
!!

株)由此可见#致病菌主要来源于正常肠道菌

群#插入导尿管时作为肠道正常菌群的肠杆菌科细菌沿着导尿

管的外壁进入尿道#加上患者病情重#抵抗力低下#抗菌药物的

使用等#均可导致条件致病菌引发的感染)临床工作中#需及

时进行标本的微生物学监测#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综上所述#通过氯已定乙醇消毒液的使用#加强环节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阻断细菌沿导尿管逆行感染的途径#对减少

Z-L/W

有明显的作用)

参考文献

*

!

+ 徐海娣#李娥#张芬#等
#

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预防与控制

*

K

+

#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

#

++

$

!

&!

!+&.!+$#

*

"

+ 程红缨
#

留置导尿管所致尿路感染与预防措施的研究进

展*

K

+

#

解放军护理杂志#

"%%*

#

"&

$

!%

&!

+&.+$#

*

+

+ 陈玉兰#李华建#张惠
#

泌尿系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

性分析*

K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

*

'

+

O0=1<67:4UM

#

N@QDs<Y

#

Z5<9>7Z#M1?9>1.:==0>9:618<0=0.

>0D9.:49<A1>690<5:61=9<9<61<=9?1>:51@<96=0A-5

;

1<69<:

*

K

+

#

W<A1>6Z0<6504H0=

3

\

3

981D904

#

"%%'

#

"(

$

+

&!

"(!."((#

*

(

+

\8E:58=KO

#

F1615=0< M̂

#

-<85@= SV

#

16:4#[:690<:4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BS18Z49<

!

X>60B15"%!(

!

U04#!"

!

[0#"%



H1:467.>:51Y:A16

C

[16E05a

$

[HY[

&

O1

3

056

#

8:6:=@D.

D:5

C

A05"%%&6750@

;

7"%%$

#

9==@18[0?1DB15"%%)

*

K

+

#

-DKW<A1>6Z0<6504

#

"%%)

#

+&

$

*

&!

&%*.&"&#

*

&

+

/:4::6S

#

H:A1QY

#

Y:918/

#

16:4#Y@5?1944:<>10A>:671615.

:==0>9.:618@59<:5

C

65:>69<A1>690<9<'9<61<=9?1>:51@<96=

:6-412:<859:@<9?15=96

C

70=

3

96:4=9<\

;C3

6

*

K

+

#-DKW<.

A1>6Z0<6504

#

"%!%

#

+)

$

+

&!

"""."")#

*

$

+

\5B1<[

#

-4

3

:6Y[

#

:̂56:4\M

#

16:4#-<:4

C

=9=0A67159=a

A:>605=9<<0=0>0D9:4@59<:5

C

65:>69<A1>690<=:<81AA1>60A

@59<:5

C

>:671615@=10<89=659B@690<0A671>:@=:69?1:.

;

1<6=

*

K

+

#S9a50B9

C

04]@4

#

"%%*

#

'+

$

!

&!

$$.)"#

*

)

+

O067A148-G

#

Y69>a41

C

-#-

3

50

;

5:D6049D96@59<:5

C

>:67.

1615@=1:6:<:>@61>:5170=

3

96:4

*

K

+

#-DKW<A1>6Z0<6504

#

"%!%

#

+)

$

$

&!

(&).($!#

*

*

+ 杨爱祥#吴慧娟#郑贞苍#等
#

重症监护病房院内尿路感染

临床分析*

K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

!+((#

*

!%

+徐丹员#浦金辉#郭苗苗#等
#

氯已定碘消毒剂的研究与临

床应用进展*

K

+

#

医药导报#

"%!"

#

+!

$

!

&!

&%.&"#

*

!!

+任慧#江褶
#

两种浓度氯已定皮肤消毒剂持续抑菌效果观

察*

K

+

#

中国消毒学杂志#

"%!"

#

"*

$

$

&!

&'*.&(%#

*

!"

+简平#赵庆华#黄文祥#等
#

氯已定类消毒剂在医院消毒中

应用进展*

K

+

#

中国消毒学杂志#

"%!'

#

+!

$

"

&!

!&).!$%#

*

!+

+朱兵#李秀安#林龙毅#等
#

氯已定醇消毒液杀菌效果与毒

性试验观察*

K

+

#

中国消毒学杂志#

"%%$

#

"'

$

"

&!

!''.!'$#

*

!'

+柳英#柳杰
#

几种皮肤消毒方法在降低血管导管相关感染

中的应用*

K

+

#

临床合理用药#

"%!'

#

$

$

+

&!

!").!"*#

*

!(

+

1̀@<

;

VV

#

N51E:4Y

#

]@440>a-

#

16:4#->0D

3

:59=0<0A

>7405712.989<1.:4>0704?15=@=

3

0?980<1.9089<1A05149D9<:.

69<

;

=a9<A405:B1A051

;

1<960@59<:5

C3

50=67169>=@5

;

15

C

!

:

5:<80D9Q18>0<6504418659:4

*

K

+

#KL504

#

"%!+

#

!)*

$

!

&!

!+&.

!'%#

*

!&

+彭懿#曹原玲#周麟宛
#

导尿管外涂氯已定预防尿路感染

的临床探讨*

K

+

#

中国当代医药#

"%!"

#

!*

$

+&

&!

!)$.!))#

*

!$

+谢多双#来瑞平#符湘云#等
#

导管相关性尿路感染队列研

究*

K

+

#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

#

!&

$

$

&!

(&$.(&*#

*

!)

+徐升强
#

老年患者泌尿道感染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

K

+

#

中华医院感染杂志#

"%%*

#

!*

$

$

&!

)(".)'(#

*

!*

+孟宜良#金杨#潘旭初#等
#

老年男性卒中患者留置尿管引

起尿路感染的临床分析*

K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临床探讨!

品管圈管理对专科医院降低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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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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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应用品管圈方法!降低专科医院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增加患者用药安全&方法
!

按品管圈

理论的步骤进行计划'实施'确认和处置!分析导致胰岛素使用错误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对策!经
FMZ-

循环后进

行效果评价&结果
!

胰岛素使用错误发生率由改善前的
!'#&*,

下降至改善后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品管圈活动明显降低了胰岛素使用错误的发生率!保证了患者胰岛素的安全使用和治疗效果!同时

也提高了全体圈员的创新意识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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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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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使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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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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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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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

kZZ

&是指同一单位内自动自发实施品管活动所

组成的永续性的小组#是属于机构品管活动的一环#在自我.相

互启发的原则下#运用各种品管.统计与团体技巧#以全员参与

的方式#持续不断推行管理及改善自己的工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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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

糖尿病患者
*"%%

多万#位居世界第
!

位#而且每年还呈上升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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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治疗可有效控制高血糖#延缓各种慢性并发症

的发生#成为目前最有效地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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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规范的胰岛素使用

不仅不利于血糖的达标#还会增加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概率)

调查显示#某所非内分泌科近两年胰岛素给药错误占整体给药

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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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胰岛素注射技术关键点不规范率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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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对胰岛素笔用针头重复使用的危害性

知晓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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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次注射胰岛素前需排气的知晓率仅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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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作为肿瘤专科医院#没有专门的内分泌科#因

此为降低胰岛素使用错误所导致的相关风险#保障患者安全非

常有必要)本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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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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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应用品管圈降低胰岛素使

用错误发生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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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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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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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字母#意为

如何有效地护理糖尿病患者)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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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平均年

龄
+%#&

岁#职称!副主任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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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护师
$

名%

学历!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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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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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投票选出圈长
!

名#负责整个小组

活动的计划.组织协调和培训#内科大科护士长任辅导员#承担

品管圈活动运作过程的辅导和支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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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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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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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圈员运用头脑风暴法#对病区管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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