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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循证护理循证护理循证护理即以有价值的即以有价值的即以有价值的即以有价值的、、、、可信的科学研究结果为证据可信的科学研究结果为证据可信的科学研究结果为证据可信的科学研究结果为证据，，，，提出问提出问提出问提出问

题题题题，，，，寻找实证寻找实证寻找实证寻找实证，，，，运用实证运用实证运用实证运用实证，，，，对患者实施最佳的护理对患者实施最佳的护理对患者实施最佳的护理对患者实施最佳的护理。。。。 包含包含包含包含3个个个个

要素要素要素要素：：：：可利用最适宜的护理研究依据可利用最适宜的护理研究依据可利用最适宜的护理研究依据可利用最适宜的护理研究依据；；；；护理个人的技能和临床护理个人的技能和临床护理个人的技能和临床护理个人的技能和临床

经验经验经验经验；；；；患者的实际情况患者的实际情况患者的实际情况患者的实际情况、、、、价值观和愿望价值观和愿望价值观和愿望价值观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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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 ，，，，中心静脉导管中心静脉导管中心静脉导管中心静脉导管（（（（CVC ））））广泛应用于输广泛应用于输广泛应用于输广泛应用于输

血血血血 、、、、输液输液输液输液 、、、、化疗化疗化疗化疗、、、、有创监测有创监测有创监测有创监测、、、、营养支持营养支持营养支持营养支持、、、、肾脏替代治疗等肾脏替代治疗等肾脏替代治疗等肾脏替代治疗等 ，，，，但但但但

导致导致导致导致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CRBSI））））的发生率不断增加的发生率不断增加的发生率不断增加的发生率不断增加。。。。采用采用采用采用

循证护理模式能正确指导循证护理模式能正确指导循证护理模式能正确指导循证护理模式能正确指导，，，，有效预防导管感染并发症发生有效预防导管感染并发症发生有效预防导管感染并发症发生有效预防导管感染并发症发生。。。。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 ，，，，中心静脉导管中心静脉导管中心静脉导管中心静脉导管（（（（CVC ））））广泛应用于输广泛应用于输广泛应用于输广泛应用于输

血血血血 、、、、输液输液输液输液 、、、、化疗化疗化疗化疗、、、、有创监测有创监测有创监测有创监测、、、、营养支持营养支持营养支持营养支持、、、、肾脏替代治疗等肾脏替代治疗等肾脏替代治疗等肾脏替代治疗等 ，，，，但但但但

导致导致导致导致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CRBSI））））的发生率不断增加的发生率不断增加的发生率不断增加的发生率不断增加。。。。采用采用采用采用

循证护理模式能正确指导循证护理模式能正确指导循证护理模式能正确指导循证护理模式能正确指导，，，，有效预防导管感染并发症发生有效预防导管感染并发症发生有效预防导管感染并发症发生有效预防导管感染并发症发生。。。。



后效评价后效评价后效评价后效评价

不断改进不断改进不断改进不断改进

循证应用循证应用循证应用循证应用

循证支持循证支持循证支持循证支持

循证问题循证问题循证问题循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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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实践循证护理实践循证护理实践循证护理实践循证护理实践循证护理实践循证护理实践循证护理实践

循证观察循证观察循证观察循证观察



第第第第1阶段阶段阶段阶段，，，，循证问题循证问题循证问题循证问题：：：：包括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包括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包括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包括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实践实践实践实践

问题指由护理实践提出的对护理行为模式的疑问问题指由护理实践提出的对护理行为模式的疑问问题指由护理实践提出的对护理行为模式的疑问问题指由护理实践提出的对护理行为模式的疑问。。。。

第第第第2阶段阶段阶段阶段，，，，循证支持循证支持循证支持循证支持：：：：①①①①针对问题进行实证文献检针对问题进行实证文献检针对问题进行实证文献检针对问题进行实证文献检

索索索索，，，，得到与临床得到与临床得到与临床得到与临床、、、、经济经济经济经济、、、、决策制定相关的证据决策制定相关的证据决策制定相关的证据决策制定相关的证据。。。。

第第第第3阶段阶段阶段阶段，，，，循证观察循证观察循证观察循证观察：：：：设计合适的观察方法并在小范围设计合适的观察方法并在小范围设计合适的观察方法并在小范围设计合适的观察方法并在小范围

实施试图改变的实践模式实施试图改变的实践模式实施试图改变的实践模式实施试图改变的实践模式。。。。

第第第第4阶段阶段阶段阶段，，，，应用实证应用实证应用实证应用实证：：：：在循证支持和循证观察所获得的在循证支持和循证观察所获得的在循证支持和循证观察所获得的在循证支持和循证观察所获得的

信息基础上信息基础上信息基础上信息基础上，，，，对所要改变的护理干预或行为进行批判性对所要改变的护理干预或行为进行批判性对所要改变的护理干预或行为进行批判性对所要改变的护理干预或行为进行批判性
的分析的分析的分析的分析。。。。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atheter Relat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 简称简称简称简称

CRBSI））））是指带有血管内导管或者拔除血管内导管是指带有血管内导管或者拔除血管内导管是指带有血管内导管或者拔除血管内导管是指带有血管内导管或者拔除血管内导管48小时内的患者出现小时内的患者出现小时内的患者出现小时内的患者出现

菌血症或真菌血症菌血症或真菌血症菌血症或真菌血症菌血症或真菌血症，，，，并伴有发热并伴有发热并伴有发热并伴有发热（（（（>38℃℃℃℃）、）、）、）、寒颤或低血压等感染表现寒颤或低血压等感染表现寒颤或低血压等感染表现寒颤或低血压等感染表现，，，，

除血管导管外没有其他明确的感染源除血管导管外没有其他明确的感染源除血管导管外没有其他明确的感染源除血管导管外没有其他明确的感染源。。。。实验室微生物学检查显示实验室微生物学检查显示实验室微生物学检查显示实验室微生物学检查显示：：：：外周外周外周外周

静脉血培养细菌或真菌阳性静脉血培养细菌或真菌阳性静脉血培养细菌或真菌阳性静脉血培养细菌或真菌阳性；；；；或者从导管段和外周血培养出相同种类或者从导管段和外周血培养出相同种类或者从导管段和外周血培养出相同种类或者从导管段和外周血培养出相同种类、、、、

相同药敏结果的致病菌相同药敏结果的致病菌相同药敏结果的致病菌相同药敏结果的致病菌。。。。

原发性原发性原发性原发性是指病原菌经由是指病原菌经由是指病原菌经由是指病原菌经由穿刺点或导管接头穿刺点或导管接头穿刺点或导管接头穿刺点或导管接头侵入血流侵入血流侵入血流侵入血流。。。。

继发性继发性继发性继发性是指病原菌从其他感染灶入血或因肠道微生态失衡病原菌易位后入是指病原菌从其他感染灶入血或因肠道微生态失衡病原菌易位后入是指病原菌从其他感染灶入血或因肠道微生态失衡病原菌易位后入是指病原菌从其他感染灶入血或因肠道微生态失衡病原菌易位后入

血血血血 ；；；；随血流黏附在导管头上形成不断释放病原菌入血的继发感染灶随血流黏附在导管头上形成不断释放病原菌入血的继发感染灶随血流黏附在导管头上形成不断释放病原菌入血的继发感染灶随血流黏附在导管头上形成不断释放病原菌入血的继发感染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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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指导血管内导管感染的预防的必要性循证护理指导血管内导管感染的预防的必要性循证护理指导血管内导管感染的预防的必要性循证护理指导血管内导管感染的预防的必要性

• 国内有研究显示国内有研究显示国内有研究显示国内有研究显示，，，，CRBSI在在在在ICU中的发生率约中的发生率约中的发生率约中的发生率约

为为为为5.2‰ ～～～～7.2‰，，，，2009—2010年周晴等上海年周晴等上海年周晴等上海年周晴等上海

市市市市65所医院所医院所医院所医院ICU导管相关性感染目标性监测数导管相关性感染目标性监测数导管相关性感染目标性监测数导管相关性感染目标性监测数

据显示据显示据显示据显示 ，，，，CRBSI发病率为发病率为发病率为发病率为2.3‰。。。。

• 2010年国际医院感染控制协会年国际医院感染控制协会年国际医院感染控制协会年国际医院感染控制协会（（（（IN ICC））））报报报报

告显示告显示告显示告显示 ，，，，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CRBSI发病率发病率发病率发病率6.8‰

• 美国每年重症监护病房的中心静脉置管日总计美国每年重症监护病房的中心静脉置管日总计美国每年重症监护病房的中心静脉置管日总计美国每年重症监护病房的中心静脉置管日总计

1500万日万日万日万日 ，，，，发生的发生的发生的发生的CRBSI约为约为约为约为8万例万例万例万例，，，，而在而在而在而在

整个医院范围内整个医院范围内整个医院范围内整个医院范围内,预计每年发生的病例高达预计每年发生的病例高达预计每年发生的病例高达预计每年发生的病例高达25

万例万例万例万例。。。。



• 2010 年卫生部出台了年卫生部出台了年卫生部出台了年卫生部出台了《《《《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预防与控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预防与控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预防与控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预防与控

制技术指南制技术指南制技术指南制技术指南》》》》

•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2011年更新了年更新了年更新了年更新了《《《《导管导管导管导管

相关性血流感染的预防控制指南相关性血流感染的预防控制指南相关性血流感染的预防控制指南相关性血流感染的预防控制指南 》》》》

主要从置管主要从置管主要从置管主要从置管 、、、、维护等方面提出建议维护等方面提出建议维护等方面提出建议维护等方面提出建议 ，，，，极力推荐循证有极力推荐循证有极力推荐循证有极力推荐循证有

效措施的实施来降低导管相关感染的发生率效措施的实施来降低导管相关感染的发生率效措施的实施来降低导管相关感染的发生率效措施的实施来降低导管相关感染的发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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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强度推荐的强度推荐的强度推荐的强度

IAIA类类类类类类类类..极强烈推荐的措施极强烈推荐的措施极强烈推荐的措施极强烈推荐的措施，，，，其循证支持来自于设计严谨良好的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设计严谨良好的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设计严谨良好的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设计严谨良好的实验性、、、、临临临临极强烈推荐的措施极强烈推荐的措施极强烈推荐的措施极强烈推荐的措施，，，，其循证支持来自于设计严谨良好的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设计严谨良好的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设计严谨良好的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设计严谨良好的实验性、、、、临临临临

床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床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床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床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床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床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床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床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

IBIB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强烈推荐的措施强烈推荐的措施强烈推荐的措施强烈推荐的措施，，，，其循证支持来自于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实验性、、、、临床上或流行病学上临床上或流行病学上临床上或流行病学上临床上或流行病学上强烈推荐的措施强烈推荐的措施强烈推荐的措施强烈推荐的措施，，，，其循证支持来自于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实验性其循证支持来自于实验性、、、、临床上或流行病学上临床上或流行病学上临床上或流行病学上临床上或流行病学上

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以及较强理论依据或者可接受的实践以及较强理论依据或者可接受的实践以及较强理论依据或者可接受的实践以及较强理论依据或者可接受的实践（（（（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以及较强理论依据或者可接受的实践以及较强理论依据或者可接受的实践以及较强理论依据或者可接受的实践以及较强理论依据或者可接受的实践（（（（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无菌技术））））

ICIC类类类类类类类类..政府相关规定政府相关规定政府相关规定政府相关规定、、、、法令或标准的要求法令或标准的要求法令或标准的要求法令或标准的要求。。。。政府相关规定政府相关规定政府相关规定政府相关规定、、、、法令或标准的要求法令或标准的要求法令或标准的要求法令或标准的要求。。。。

IIII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建议性措施建议性措施建议性措施建议性措施，，，，其依据来自于建议性的临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或理其依据来自于建议性的临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或理其依据来自于建议性的临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或理其依据来自于建议性的临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或理建议性措施建议性措施建议性措施建议性措施，，，，其依据来自于建议性的临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或理其依据来自于建议性的临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或理其依据来自于建议性的临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或理其依据来自于建议性的临床或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或理

论依据论依据论依据论依据论依据论依据论依据论依据

未解决的问题未解决的问题未解决的问题未解决的问题未解决的问题未解决的问题未解决的问题未解决的问题..代表一个尚未解决的争议性措施代表一个尚未解决的争议性措施代表一个尚未解决的争议性措施代表一个尚未解决的争议性措施，，，，因为没有充分的实证或因为没有充分的实证或因为没有充分的实证或因为没有充分的实证或代表一个尚未解决的争议性措施代表一个尚未解决的争议性措施代表一个尚未解决的争议性措施代表一个尚未解决的争议性措施，，，，因为没有充分的实证或因为没有充分的实证或因为没有充分的实证或因为没有充分的实证或

目前无法判断其实施的效果性目前无法判断其实施的效果性目前无法判断其实施的效果性目前无法判断其实施的效果性目前无法判断其实施的效果性目前无法判断其实施的效果性目前无法判断其实施的效果性目前无法判断其实施的效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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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程度总结推荐程度总结推荐程度总结推荐程度总结推荐程度总结推荐程度总结推荐程度总结推荐程度总结

Total 103 recommendationsTotal 103 recommendations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103103项推荐项推荐项推荐项推荐项推荐项推荐项推荐项推荐

–– 21 IA21 IA
–– 37 IB37 IB
–– 3   IC3   IC
–– 31 II31 II
–– 1111项为未解决的问题项为未解决的问题项为未解决的问题项为未解决的问题项为未解决的问题项为未解决的问题项为未解决的问题项为未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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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支持循证支持循证支持循证支持
的建议的建议的建议的建议

循证医学支持的特殊预防与控制措施循证医学支持的特殊预防与控制措施循证医学支持的特殊预防与控制措施循证医学支持的特殊预防与控制措施

置管过程置管过程置管过程置管过程中中中中实施循证有效的组合干预措施实施循证有效的组合干预措施实施循证有效的组合干预措施实施循证有效的组合干预措施

导管导管导管导管维护维护维护维护时时时时实施循证有效的组合干预措施实施循证有效的组合干预措施实施循证有效的组合干预措施实施循证有效的组合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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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教育重视教育重视教育重视教育、、、、培训与人员配备培训与人员配备培训与人员配备培训与人员配备



1.1.1.1.明确插管指征明确插管指征明确插管指征明确插管指征、、、、正确操作和维护程序及正确感染控制措施正确操作和维护程序及正确感染控制措施正确操作和维护程序及正确感染控制措施正确操作和维护程序及正确感染控制措施。（。（。（。（ⅠⅠⅠⅠAAAA））））

2.2.2.2.对进行导管对进行导管对进行导管对进行导管插入和维护插入和维护插入和维护插入和维护的相关人员对指南知晓和遵从程度进行周期性评的相关人员对指南知晓和遵从程度进行周期性评的相关人员对指南知晓和遵从程度进行周期性评的相关人员对指南知晓和遵从程度进行周期性评

估估估估。（。（。（。（ⅠⅠⅠⅠAAAA））））

3.3.3.3.接受过培训并证明有能力进行周围和中心静脉导管插入和维护的人员才接受过培训并证明有能力进行周围和中心静脉导管插入和维护的人员才接受过培训并证明有能力进行周围和中心静脉导管插入和维护的人员才接受过培训并证明有能力进行周围和中心静脉导管插入和维护的人员才

能被指派本项操作能被指派本项操作能被指派本项操作能被指派本项操作。（。（。（。（ⅠⅠⅠⅠAAAA））））

4.4.4.4.确保确保确保确保ICUICUICUICU适当的护理人员的水准适当的护理人员的水准适当的护理人员的水准适当的护理人员的水准。。。。观察性研究表明观察性研究表明观察性研究表明观察性研究表明，，，，没有经验的护士或没有经验的护士或没有经验的护士或没有经验的护士或

患护比例增加患护比例增加患护比例增加患护比例增加，，，，与与与与ICUICUICUICU中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中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中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中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RBSICRBSICRBSICRBSI））））相关相关相关相关。（。（。（。（ⅠⅠⅠⅠ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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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培训与人员配备培训与人员配备培训与人员配备培训与人员配备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3 2013 2013 201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3 23 23 23 卷第卷第卷第卷第 13 13 13 13 期期期期““““员工教育对降低员工教育对降低员工教育对降低员工教育对降低 ICUICUICUICU内中心静脉导管内中心静脉导管内中心静脉导管内中心静脉导管

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影响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影响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影响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影响””””。。。。结果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从结果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从结果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从结果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从 5.90 5.90 5.90 5.90 ‰‰‰‰降至降至降至降至 2.632.632.632.63‰‰‰‰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3 2013 2013 201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3 23 23 23 卷第卷第卷第卷第 13 13 13 13 期期期期““““员工教育对降低员工教育对降低员工教育对降低员工教育对降低 ICUICUICUICU内中心静脉导管内中心静脉导管内中心静脉导管内中心静脉导管

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影响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影响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影响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影响””””。。。。结果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从结果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从结果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从结果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从 5.90 5.90 5.90 5.90 ‰‰‰‰降至降至降至降至 2.632.632.6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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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项目的效果教育项目的效果教育项目的效果教育项目的效果教育项目的效果教育项目的效果教育项目的效果教育项目的效果

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外科ICUICU为为为为为为为为ICUICU护士制定的护士制定的护士制定的护士制定的护士制定的护士制定的护士制定的护士制定的
1010页自学模块材料页自学模块材料页自学模块材料页自学模块材料页自学模块材料页自学模块材料页自学模块材料页自学模块材料

总体的总体的总体的总体的总体的总体的总体的总体的BSIBSI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

–– 教育前教育前教育前教育前：：：：教育前教育前教育前教育前：：：：10.8/1000 10.8/1000 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

–– 教育后教育后教育后教育后：：：：教育后教育后教育后教育后：：：：3.7/10003.7/1000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导管日

Coopersmith CM, et al. Critical Care Med, 2002Coopersmith CM, et al. Critical Care Me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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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置管过程置管过程置管过程置管过程中中中中的组合干预措施的组合干预措施的组合干预措施的组合干预措施

2011年美国年美国年美国年美国CDC指南指南指南指南CRBSI预防中预防中预防中预防中

Insertion bundles

• 导管插入核查表导管插入核查表导管插入核查表导管插入核查表

• 手卫生手卫生手卫生手卫生

• 穿刺点穿刺点穿刺点穿刺点，，，，避免股静脉避免股静脉避免股静脉避免股静脉

• 最大屏障保护最大屏障保护最大屏障保护最大屏障保护

• 洗必泰消毒皮肤洗必泰消毒皮肤洗必泰消毒皮肤洗必泰消毒皮肤



0

1

2

3

4

5

6

7

8

Baseline 18 mo

108家家家家ICUs的干预措施的干预措施的干预措施的干预措施

每日目标表每日目标表每日目标表每日目标表

手卫生手卫生手卫生手卫生

全身无菌屏障全身无菌屏障全身无菌屏障全身无菌屏障

CHG消毒剂消毒剂消毒剂消毒剂

避免股静脉置管避免股静脉置管避免股静脉置管避免股静脉置管

尽快移除尽快移除尽快移除尽快移除CVC

Mean BSI/1000 CVC d

(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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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手卫生和无菌操作手卫生和无菌操作手卫生和无菌操作手卫生和无菌操作
1.在触摸插管部位前在触摸插管部位前在触摸插管部位前在触摸插管部位前、、、、后后后后，，，，以及插入以及插入以及插入以及插入、、、、重置重置重置重置、、、、触碰触碰触碰触碰、、、、维护导管及更换敷料前维护导管及更换敷料前维护导管及更换敷料前维护导管及更换敷料前

、、、、后时后时后时后时，，，，均应严格执行手卫生程序均应严格执行手卫生程序均应严格执行手卫生程序均应严格执行手卫生程序。。。。在对插管部位进行消毒处理后在对插管部位进行消毒处理后在对插管部位进行消毒处理后在对插管部位进行消毒处理后，，，，不不不不

应再触摸该部位应再触摸该部位应再触摸该部位应再触摸该部位。（。（。（。（ⅠⅠⅠⅠB））））

2.在进行插管和维护操作时须无菌操作在进行插管和维护操作时须无菌操作在进行插管和维护操作时须无菌操作在进行插管和维护操作时须无菌操作。（。（。（。（ⅠⅠⅠⅠB））））

3.进行周围静脉置管时进行周围静脉置管时进行周围静脉置管时进行周围静脉置管时，，，，若对插管部位进行皮肤消毒后不再触碰该部位若对插管部位进行皮肤消毒后不再触碰该部位若对插管部位进行皮肤消毒后不再触碰该部位若对插管部位进行皮肤消毒后不再触碰该部位，，，，则则则则

佩戴清洁手套即可佩戴清洁手套即可佩戴清洁手套即可佩戴清洁手套即可。（。（。（。（ⅠⅠⅠⅠC））））

4.进行动脉导管进行动脉导管进行动脉导管进行动脉导管、、、、中心静脉导管及中线导管置管时中心静脉导管及中线导管置管时中心静脉导管及中线导管置管时中心静脉导管及中线导管置管时，，，，必须佩戴无菌手套必须佩戴无菌手套必须佩戴无菌手套必须佩戴无菌手套。（。（。（。（

ⅠⅠⅠⅠA））））

5.更换导丝操作时更换导丝操作时更换导丝操作时更换导丝操作时，，，，在接触新的导管前在接触新的导管前在接触新的导管前在接触新的导管前，，，，应更换无菌手套应更换无菌手套应更换无菌手套应更换无菌手套。（。（。（。（ⅡⅡⅡⅡ））））

6.更换敷料时更换敷料时更换敷料时更换敷料时，，，，佩戴清洁或无菌手套佩戴清洁或无菌手套佩戴清洁或无菌手套佩戴清洁或无菌手套。（。（。（。（ⅠⅠⅠ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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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插管部位的选择插管部位的选择插管部位的选择插管部位的选择

1.1.1.1.在选择在选择在选择在选择置管部位置管部位置管部位置管部位前前前前，，，，须权衡降低感染并发症和增加机械损伤须权衡降低感染并发症和增加机械损伤须权衡降低感染并发症和增加机械损伤须权衡降低感染并发症和增加机械损伤

并发症的风险并发症的风险并发症的风险并发症的风险。（。（。（。（ⅠⅠⅠⅠAAAA））））

2.2.2.2.对于成人对于成人对于成人对于成人，，，，避免选择股静脉避免选择股静脉避免选择股静脉避免选择股静脉作为穿刺点作为穿刺点作为穿刺点作为穿刺点。（。（。（。（ⅠⅠⅠⅠAAAA））））

3.3.3.3.当对成人进行非隧道式中心静脉置管操作时当对成人进行非隧道式中心静脉置管操作时当对成人进行非隧道式中心静脉置管操作时当对成人进行非隧道式中心静脉置管操作时，，，，应选择锁骨下应选择锁骨下应选择锁骨下应选择锁骨下

静脉而非颈静脉或股静脉静脉而非颈静脉或股静脉静脉而非颈静脉或股静脉静脉而非颈静脉或股静脉，，，，以减少感染风险以减少感染风险以减少感染风险以减少感染风险。（。（。（。（ⅠⅠⅠⅠBBBB））））

4.4.4.4.对于隧道式对于隧道式对于隧道式对于隧道式CVCCVCCVCCVC放置部位放置部位放置部位放置部位，，，，尚无适宜推荐意见尚无适宜推荐意见尚无适宜推荐意见尚无适宜推荐意见。（。（。（。（未明确未明确未明确未明确））））

5.5.5.5.对于血液透析或终末期肾病患者对于血液透析或终末期肾病患者对于血液透析或终末期肾病患者对于血液透析或终末期肾病患者，，，，应避免选择锁骨下静脉部应避免选择锁骨下静脉部应避免选择锁骨下静脉部应避免选择锁骨下静脉部

位位位位，，，，以防锁骨下静脉狭窄以防锁骨下静脉狭窄以防锁骨下静脉狭窄以防锁骨下静脉狭窄。（。（。（。（ⅠⅠⅠⅠAAAA））））



6.6.6.6.对于须接受长期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对于须接受长期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对于须接受长期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对于须接受长期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应采用造瘘或应采用造瘘或应采用造瘘或应采用造瘘或

植入等方式而非植入等方式而非植入等方式而非植入等方式而非CVCCVCCVCCVC。（。（。（。（ⅠⅠⅠⅠAAAA））））

7.7.7.7.使用超声引导进行中心静脉置管使用超声引导进行中心静脉置管使用超声引导进行中心静脉置管使用超声引导进行中心静脉置管（（（（如果这项技术可用的话如果这项技术可用的话如果这项技术可用的话如果这项技术可用的话））））

，，，，以减少反复插管试探次数和机械并发症以减少反复插管试探次数和机械并发症以减少反复插管试探次数和机械并发症以减少反复插管试探次数和机械并发症。。。。超声引导技术仅超声引导技术仅超声引导技术仅超声引导技术仅

供接受过全面培训的人员使用供接受过全面培训的人员使用供接受过全面培训的人员使用供接受过全面培训的人员使用。（。（。（。（ⅠⅠⅠⅠBBBB））））

8.8.8.8.使用能满足病人处理的最少数量端口或腔道的使用能满足病人处理的最少数量端口或腔道的使用能满足病人处理的最少数量端口或腔道的使用能满足病人处理的最少数量端口或腔道的CVCCVCCVCCVC。（。（。（。（ⅠⅠⅠⅠBBBB））））

2.2.2.2.插管部位的选择插管部位的选择插管部位的选择插管部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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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最大无菌屏障措施最大无菌屏障措施最大无菌屏障措施最大无菌屏障措施

1.  在放置在放置在放置在放置CVC、、、、PICC或更换导丝时或更换导丝时或更换导丝时或更换导丝时，，，，应进行最大无菌屏障应进行最大无菌屏障应进行最大无菌屏障应进行最大无菌屏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包括佩戴帽子包括佩戴帽子包括佩戴帽子包括佩戴帽子、、、、口罩口罩口罩口罩、、、、无菌手套无菌手套无菌手套无菌手套，，，，穿无菌手术衣穿无菌手术衣穿无菌手术衣穿无菌手术衣，，，，

患者全身覆盖的无菌布患者全身覆盖的无菌布患者全身覆盖的无菌布患者全身覆盖的无菌布。（。（。（。（ⅠⅠⅠⅠB））））

2.  肺动脉插管时肺动脉插管时肺动脉插管时肺动脉插管时，，，，应使用无菌套管进行保护应使用无菌套管进行保护应使用无菌套管进行保护应使用无菌套管进行保护。（。（。（。（ⅠⅠⅠ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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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插管部位皮肤准备插管部位皮肤准备插管部位皮肤准备插管部位皮肤准备

1.  在进行周围静脉置管前在进行周围静脉置管前在进行周围静脉置管前在进行周围静脉置管前，，，，采用消毒剂采用消毒剂采用消毒剂采用消毒剂（（（（70%酒精酒精酒精酒精、、、、碘酒碘酒碘酒碘酒、、、、聚维酮碘或葡萄聚维酮碘或葡萄聚维酮碘或葡萄聚维酮碘或葡萄

糖酸氯己定糖酸氯己定糖酸氯己定糖酸氯己定））））进行清洁皮肤进行清洁皮肤进行清洁皮肤进行清洁皮肤。（。（。（。（ⅠⅠⅠⅠB））））

2.在进行中心静脉置管在进行中心静脉置管在进行中心静脉置管在进行中心静脉置管、、、、周围动脉置管和更换敷料前周围动脉置管和更换敷料前周围动脉置管和更换敷料前周围动脉置管和更换敷料前，，，，应用含氯己定浓度超过应用含氯己定浓度超过应用含氯己定浓度超过应用含氯己定浓度超过

0.5%的酒精溶液进行皮肤消毒的酒精溶液进行皮肤消毒的酒精溶液进行皮肤消毒的酒精溶液进行皮肤消毒。。。。若患者禁忌使用氯己定若患者禁忌使用氯己定若患者禁忌使用氯己定若患者禁忌使用氯己定，，，，则可选用碘酒则可选用碘酒则可选用碘酒则可选用碘酒

、、、、聚维酮碘或聚维酮碘或聚维酮碘或聚维酮碘或70%酒精酒精酒精酒精。（。（。（。（ⅠⅠⅠⅠA））））

3.尚无研究比较酒精尚无研究比较酒精尚无研究比较酒精尚无研究比较酒精+氯己定和酒精氯己定和酒精氯己定和酒精氯己定和酒精+聚维酮碘皮肤消毒作用差异聚维酮碘皮肤消毒作用差异聚维酮碘皮肤消毒作用差异聚维酮碘皮肤消毒作用差异（（（（未明确未明确未明确未明确））））

4.   根据生产商的规定根据生产商的规定根据生产商的规定根据生产商的规定，，，，应保证在进行插管时皮肤表面的消毒剂已干燥应保证在进行插管时皮肤表面的消毒剂已干燥应保证在进行插管时皮肤表面的消毒剂已干燥应保证在进行插管时皮肤表面的消毒剂已干燥。。。。ⅠⅠⅠ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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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置管后置管后置管后置管后 的维护组合干预措施的维护组合干预措施的维护组合干预措施的维护组合干预措施

Guerin 等在原有插管干预组合的基础上采取维护干预组合措施等在原有插管干预组合的基础上采取维护干预组合措施等在原有插管干预组合的基础上采取维护干预组合措施等在原有插管干预组合的基础上采取维护干预组合措施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干干干干

预前预前预前预前 CRBSI感染率为感染率为感染率为感染率为 5.7 例例例例／／／／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干预后干预后干预后干预后CRBSI感染率为感染率为感染率为感染率为 1.1 例例例例／／／／

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千插管日，，，，维护干预组合显著降低了维护干预组合显著降低了维护干预组合显著降低了维护干预组合显著降低了 CRBSI 发病率发病率发病率发病率 。。。。

Guerin 等在原有插管干预组合的基础上采取维护干预组合措施等在原有插管干预组合的基础上采取维护干预组合措施等在原有插管干预组合的基础上采取维护干预组合措施等在原有插管干预组合的基础上采取维护干预组合措施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干干干干

预前预前预前预前 CRBSI感染率为感染率为感染率为感染率为 5.7 例例例例／／／／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干预后干预后干预后干预后CRBSI感染率为感染率为感染率为感染率为 1.1 例例例例／／／／

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千插管日千插管日，，，，维护干预组合显著降低了维护干预组合显著降低了维护干预组合显著降低了维护干预组合显著降低了 CRBSI 发病率发病率发病率发病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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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无菌纱布或无菌的透明使用无菌纱布或无菌的透明使用无菌纱布或无菌的透明使用无菌纱布或无菌的透明、、、、半透明敷料覆盖插管部位半透明敷料覆盖插管部位半透明敷料覆盖插管部位半透明敷料覆盖插管部位。。。。

（（（（ⅠⅠⅠⅠA））））

2.若患者易出汗或插管部位有血液或组织液渗出若患者易出汗或插管部位有血液或组织液渗出若患者易出汗或插管部位有血液或组织液渗出若患者易出汗或插管部位有血液或组织液渗出，，，，应选用纱应选用纱应选用纱应选用纱

布覆盖布覆盖布覆盖布覆盖，，，，直至本问题解决直至本问题解决直至本问题解决直至本问题解决。（。（。（。（ⅡⅡⅡⅡ））））

3.当敷料潮湿当敷料潮湿当敷料潮湿当敷料潮湿、、、、松弛或明显弄脏时松弛或明显弄脏时松弛或明显弄脏时松弛或明显弄脏时，，，，应及时更换应及时更换应及时更换应及时更换。（。（。（。（ⅠⅠⅠⅠA））））

4.除透析导管外除透析导管外除透析导管外除透析导管外，，，，不要在插管部位使用抗菌膏或油脂不要在插管部位使用抗菌膏或油脂不要在插管部位使用抗菌膏或油脂不要在插管部位使用抗菌膏或油脂，，，，因其因其因其因其

易导致真菌生长及抗菌药耐药易导致真菌生长及抗菌药耐药易导致真菌生长及抗菌药耐药易导致真菌生长及抗菌药耐药。。。。

1. 1. 1. 1. 插管部位敷料应用插管部位敷料应用插管部位敷料应用插管部位敷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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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要使导管及插管部位浸入水中不要使导管及插管部位浸入水中不要使导管及插管部位浸入水中不要使导管及插管部位浸入水中。。。。在做好防护措施后在做好防护措施后在做好防护措施后在做好防护措施后（（（（例如导管与例如导管与例如导管与例如导管与

接口用防透水覆盖接口用防透水覆盖接口用防透水覆盖接口用防透水覆盖），），），），可进行淋浴可进行淋浴可进行淋浴可进行淋浴。（。（。（。（ⅠⅠⅠⅠB））））

6.对于短期对于短期对于短期对于短期CVC置管部位置管部位置管部位置管部位，，，，每每每每2天更换纱布敷料天更换纱布敷料天更换纱布敷料天更换纱布敷料。（。（。（。（ⅠⅠⅠⅠB））））

7.对于使用透明敷料的短期对于使用透明敷料的短期对于使用透明敷料的短期对于使用透明敷料的短期CVC置管置管置管置管，，，，至少应每至少应每至少应每至少应每7天更换敷料天更换敷料天更换敷料天更换敷料。。。。除非除非除非除非

在儿科患者导管被掉出的风险超过敷料更换的益处在儿科患者导管被掉出的风险超过敷料更换的益处在儿科患者导管被掉出的风险超过敷料更换的益处在儿科患者导管被掉出的风险超过敷料更换的益处（（（（ⅠⅠⅠⅠB））））

8.更换敷料时更换敷料时更换敷料时更换敷料时，，，，肉眼观察插管部位或在敷料外进行触诊肉眼观察插管部位或在敷料外进行触诊肉眼观察插管部位或在敷料外进行触诊肉眼观察插管部位或在敷料外进行触诊。。。。若患者有压若患者有压若患者有压若患者有压

痛感痛感痛感痛感、、、、不明原因发热或其他表现提示局部或血流感染不明原因发热或其他表现提示局部或血流感染不明原因发热或其他表现提示局部或血流感染不明原因发热或其他表现提示局部或血流感染，，，，应立即揭开应立即揭开应立即揭开应立即揭开

敷料检查插管部位敷料检查插管部位敷料检查插管部位敷料检查插管部位。（。（。（。（ⅠⅠⅠⅠB））））



2. 2. 2. 2. 患者清洁患者清洁患者清洁患者清洁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2%氯己定每日清洁皮肤氯己定每日清洁皮肤氯己定每日清洁皮肤氯己定每日清洁皮肤1次以减少次以减少次以减少次以减少
CRBSI。（。（。（。（ⅡⅡⅡⅡ类类类类））））

• 洗必泰全身擦浴洗必泰全身擦浴洗必泰全身擦浴洗必泰全身擦浴

• 显著降低病原菌皮肤的定植减少交叉感染显著降低病原菌皮肤的定植减少交叉感染显著降低病原菌皮肤的定植减少交叉感染显著降低病原菌皮肤的定植减少交叉感染

• 降低降低降低降低CRBSI的发生率的发生率的发生率的发生率

• 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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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GCHG用于病人沐浴用于病人沐浴用于病人沐浴用于病人沐浴用于病人沐浴用于病人沐浴用于病人沐浴用于病人沐浴

ICHE 2007

ICU病人每天用病人每天用病人每天用病人每天用CHG沐浴沐浴沐浴沐浴，，，，CRBSI由由由由16.8/1000个个个个CVC
导管日降低到导管日降低到导管日降低到导管日降低到6.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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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针装置至少应与输液装置同时更换无针装置至少应与输液装置同时更换无针装置至少应与输液装置同时更换无针装置至少应与输液装置同时更换。。。。频于每频于每频于每频于每72小时更换小时更换小时更换小时更换，，，，不能带来额外不能带来额外不能带来额外不能带来额外

益处益处益处益处。（。（。（。（ⅡⅡⅡⅡ类类类类））））

2. 无针装置接口更换频率不应频于每无针装置接口更换频率不应频于每无针装置接口更换频率不应频于每无针装置接口更换频率不应频于每72小时更换小时更换小时更换小时更换，，，，以减少感染率以减少感染率以减少感染率以减少感染率。（。（。（。（ⅡⅡⅡⅡ类类类类））））

3. 保证系统各成分相匹配保证系统各成分相匹配保证系统各成分相匹配保证系统各成分相匹配，，，，以减少渗漏或破裂以减少渗漏或破裂以减少渗漏或破裂以减少渗漏或破裂。（。（。（。（ⅡⅡⅡⅡ类类类类））））

4. 使用合适的消毒剂使用合适的消毒剂使用合适的消毒剂使用合适的消毒剂（（（（氯己定氯己定氯己定氯己定、、、、聚维酮碘聚维酮碘聚维酮碘聚维酮碘、、、、碘剂或碘剂或碘剂或碘剂或70%酒精酒精酒精酒精））））擦拭接触的端口擦拭接触的端口擦拭接触的端口擦拭接触的端口

对其进行消毒对其进行消毒对其进行消毒对其进行消毒，，，，以减少污染风险以减少污染风险以减少污染风险以减少污染风险。（。（。（。（ⅠⅠⅠⅠA））））

5. 使用无针系统连接静脉输液管使用无针系统连接静脉输液管使用无针系统连接静脉输液管使用无针系统连接静脉输液管。（。（。（。（ⅠⅠⅠⅠC））））

6.在使用无针装置时在使用无针装置时在使用无针装置时在使用无针装置时，，，，劈裂式活瓣可能优于其他机械瓣劈裂式活瓣可能优于其他机械瓣劈裂式活瓣可能优于其他机械瓣劈裂式活瓣可能优于其他机械瓣，，，，因为后者机械瓣可增因为后者机械瓣可增因为后者机械瓣可增因为后者机械瓣可增

加感染风险加感染风险加感染风险加感染风险。（。（。（。（ⅡⅡⅡⅡ））））

3.3.3.3.导管接头的消毒导管接头的消毒导管接头的消毒导管接头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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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擦拭注射接口用力擦拭注射接口用力擦拭注射接口用力擦拭注射接口！！！！用力擦拭注射接口用力擦拭注射接口用力擦拭注射接口用力擦拭注射接口！！！！

未消毒未消毒未消毒未消毒 用力摩擦用力摩擦用力摩擦用力摩擦5秒秒秒秒 用力摩擦用力摩擦用力摩擦用力摩擦10秒秒秒秒 用力摩擦用力摩擦用力摩擦用力摩擦15秒秒秒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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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循证医学支持的特殊预防与控制措施循证医学支持的特殊预防与控制措施循证医学支持的特殊预防与控制措施循证医学支持的特殊预防与控制措施

1.导管固定装置导管固定装置导管固定装置导管固定装置

2.抗菌药抗菌药抗菌药抗菌药/消毒剂涂层导管消毒剂涂层导管消毒剂涂层导管消毒剂涂层导管

3.全身性抗生素预防全身性抗生素预防全身性抗生素预防全身性抗生素预防

4.抗生素抗生素抗生素抗生素/消毒剂软膏消毒剂软膏消毒剂软膏消毒剂软膏

5.抗菌药物封管抗菌药物封管抗菌药物封管抗菌药物封管、、、、抗菌导管冲洗和导管封管预防抗菌导管冲洗和导管封管预防抗菌导管冲洗和导管封管预防抗菌导管冲洗和导管封管预防

6.抗凝剂抗凝剂抗凝剂抗凝剂

7.脐带导管脐带导管脐带导管脐带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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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总之总之总之 ，，，，随着深静脉导管应用的增多随着深静脉导管应用的增多随着深静脉导管应用的增多随着深静脉导管应用的增多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实施静脉置管的集束干预实施静脉置管的集束干预实施静脉置管的集束干预实施静脉置管的集束干预、、、、导管的维护组合导管的维护组合导管的维护组合导管的维护组合

干预干预干预干预 、、、、加强医护人员教育和培训加强医护人员教育和培训加强医护人员教育和培训加强医护人员教育和培训、、、、采取循采取循采取循采取循

证医学支持的预防与控制措施证医学支持的预防与控制措施证医学支持的预防与控制措施证医学支持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CRBSI 将将将将

会得到有效预防与控制会得到有效预防与控制会得到有效预防与控制会得到有效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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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男，16岁，因腹部创伤致十二指肠

破裂、胰腺挫伤。急诊行十二指肠修补、
腺周引流。术后出现十二指肠瘘、腹膜后
感染、创伤性胰腺炎伴胰外瘘，再次行腹
腔感染引流，因患者不能耐受肠内营养，
需行肠外营养支持(约需肠外营养支持预计
30 d左右)。以此患者为例，根据循证护理
的原理指导腔静脉导管选择?



• 一种常见的医院感染一种常见的医院感染一种常见的医院感染一种常见的医院感染

• 一种严重危害患者安全的医院感染一种严重危害患者安全的医院感染一种严重危害患者安全的医院感染一种严重危害患者安全的医院感染

• 一种引起医疗费用增加的医院感染一种引起医疗费用增加的医院感染一种引起医疗费用增加的医院感染一种引起医疗费用增加的医院感染

• 一种完全可以预防的医院感染一种完全可以预防的医院感染一种完全可以预防的医院感染一种完全可以预防的医院感染

•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零风险零风险零风险零风险、、、、零感染零感染零感染零感染、、、、零宽容零宽容零宽容零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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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R-B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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