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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是最常见的院内获得性感染，严重时可以引起菌血

症或败血症，导致全身疾病反应，延长住院时问，增加住院患者

的死亡率。研究普遍认为导致其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留置尿

管，被称为尿管源性尿路感染（CAUTI）[1-2]。留置尿管相关尿路

感染的控制一直被护理管理者视为核心工作 。采用集束化护理策

略[3]，通过监控促进留置导尿管维护环节质量改进,预防导尿管相

关性尿路感染[4]。个案管理模式注重关键环节,为国内医疗卫生系

统发展新的护理模式[5]。个案管理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护理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护理质量不断改进和提高，有效控制导尿管

相关性尿路感染。自2020年第一季度我科采用个案管理对导尿管

相关性尿路感染进行督导预防，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纳入标准：（1）入院≥2 ｄ；（2）有留置尿管；

（3）告病危或病重的患者。排除标准：病情稳定或处于康复期，且

自理能力为轻度依赖或无需依赖，无留置尿管的患者。2020年内

科 ICU第一季度留置尿管患者 839 例数，采用个案管理进行分析

与护理，其中 86 例数出现导尿管外漏尿现象；男 58 例数，女 28

例数；年龄 65～90 岁，平均（70.5 ± 3.5）岁；慢性脑梗死合并

肺部感染 49 例数，阻塞性肺病合并肺部感染 18 例数，脑出血合

并肺部感染 10 例数，呼吸衰竭９例数。

1.2 方法：（1）成立督导检查组：督导检查组由病区护士长和

护理组长为组员组成，负责制定督导检查标准和改进措施。病区

护士长负责选取追踪的患者，实施督导检查。护理骨干负责检查

结果的统计、改进措施的追踪反馈。（2）个案管理方法：①查阅

病历资料：查阅患者病历资料，了解患者病情及留置尿管的必要

性，选择适合的尿管。②提问护士：置管时有无保持最大的无菌

屏障，有无严格遵循无菌操作技术原则，操作动作是否轻柔，水

囊固定的注水量是否适合，操作时患者配合情况。③实地查看：

查看病区留置尿管技能，尿管固定、通畅情况，尿道口及管路清

洁情况，尿液引流装置密闭性，每日评估留置尿管的的必要性。④

留取标本检查：置管时及置管后一周分别留取尿标本检查。

1.3 导尿管外漏尿情况的个案管理方法：（1）主要原因分析：

导尿管引流不畅，水囊注水不当，尿道括约肌松弛，膀胱痉挛等；

（2）主要护理措施：针对原因采取适当的处理，经处理后仍无法

解决漏尿情况，我们采取贴肛袋外加负压引流，既能有效防止尿

液反流、浸泡导致尿路感染，又能每日会阴抹洗时打开来进行有

效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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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应用个案管理在重症患者预防尿路感染的应用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 年内科ICU 留置尿管患者发生尿

路感染的因素，通过成立督导检查组及制定病人纳入标准，进行个案管理，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持续不断改进护理措施，使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结

果：实施个案管理后，内科ICU留置尿管患者第一季度尿路感染率0%。结论：个案管理在重症患者预防尿路感染方面效果明显，能有效控制尿

路感染，是一种较为全面、系统的护理质量控制方法，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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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采用计量资料用百分比（%）表示

表 1

表 2

2   结果

干预前后一个季度的导尿管感染率比较：见表 2。实施个案

管理后，内科ICU导尿管相关的感染得到了明显的控制，2020年

第一季度的感染率为 0%。

讨论 个案管理是通过选定某特定患者，追查该患者从置管到

拔管后所接受的所有医疗服务活动，是通过过程管理来评价医院

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执行相应标准，为患者提供整体性的医

疗服务。本研究通过针对本病区 839 例数危重患者，零感染，从

置管到拔管过程中护理工作的系统督导检查，并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处理，促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效果明显。个

案管理符合当前开展的优质护理服务要求，即为患者提供全程、

全面、连续的护理服务，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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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每日导管

留置必要

性评估

例数 839 839 839 86 839 839

护理的合格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感染例数月份 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 感染率

实施前一季度 1 0 1 0.25%

实施后一季度 0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