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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预防中心静脉导管感染中的应用 

黄元富  黄华柏  杨薇薇  谢荣婷 

（河池市人民医院  广西  河池  547000） 
 

摘要：目的  探究循证护理措施在预防中心静脉导管感染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1 月收治的进行中心静脉导管置管治疗的

患者中选取 48 例进行观察与研究，所有患者均在随机的原则下进行分组，其中 24 例纳入到对照组中，另外的 24 例纳入到观察组中。对照组中的患

者采取常规的护理方法，而观察组中的患者则实施的是循证护理措施，对比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住院时间

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采取中心静脉导管置管治疗的患者给予循证护理能够大大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减少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发生，缩短感染时间及住院时间，

赢得患者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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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Prevention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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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measures in the prevention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fect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November 2021, 48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tubation were selected for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among them, 24 case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ther 24 cases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care,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evidence-based car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the 

incidence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hospital sta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Evidence-based nursing can grea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s, shorten the infection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win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KEY WORDS: evidence-based nursing; prevention;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infections 

 

循证护理是当前护理工作中十分推崇的护理模式，在具体实施

护理的操作中具有一定的科学证据来遵循，经过临床实践来提出一

定的问题，并充分合理地使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来寻找实证，对证据

进行有效的评价与综合性的分析，之后再根据实证选取最佳的护理

方法去实施[1]。为了探究循证护理措施在中心静脉导管置管治疗患

者中预防感染的效果，本研究选取了 48 例患者进行了分组对比分

析，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选取的研究对对象为 ICU 中采用中心静脉导管置管治疗

的患者，共计选取了 48 例，所有患者的治疗时间均为 2021 年 1 月

至 2021 年 11 月。其中包括男性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20 例，患者

的最大年龄为 85 岁，最小年龄为 46 岁，置管部位包括锁骨下静脉、

颈内静脉。所有患者均自愿地参与到本次研究中，且签订了知情同

意书。将临床插管、使用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药物的患者排除

在外。所有患者按照随机的原则进行分组，其中的 24 例纳入到对

照组中，另外的 24 例则纳入到观察组中，为了保证患者对比的有

效性，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构成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能够进行深入的对比与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中的 24 例患者按照常规的护理方法进行，主要是在为

患者置管前进行常规的检查，以保证置管的顺利进行。观察组中的

24 例患者则按照循证护理模式进行护理，具体的方法包括以下几

点。 

1.2.1 成立循证护理小组 

在科室内选取护理人员成立循证护理小组，由护士长来担任组

长，定时对组内的成员进行护理相关内容的培训，提升他们的护理

技能，并增强他们预防感染的意识[2]。 

1.2.2 分析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 

充分调用以往的临床护理经验，对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的医源

性因素及护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分析得出主要的

因素有置管后护理、无菌化规范程度、穿刺部位、手卫生、护理人

员专业技能与理论知识等[3]。通过对以上危险因素的分析后进行相

关文献的检索，再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循证护理方案。 

1.2.3 循证护理措施的具体实施情况 

1.2.3.1 置管前的护理工作 

根据制定的循证护理方案由具备中级职称的护士向小组内的

成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置管

方法、相关指南、手卫生知识、相关性血流感染的预防措施等。同

时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之后统一进行考核以检测他们的培训效果，

通过考核后才能进行独立的临床操作。并采用统一考核体系，进行

培训质量检测，测试合格者方可进行独立临床操作[4]。 

1.2.3.2 置管中的护理工作 

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使用中心静脉导管置管的重要性、目的、

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让患者及其家属做到

心中有数，从而提高患者的置管配合度及依从性。在进行置管中做

好对并发症及患者病情的评估工作，以防在出现意外事件时能够及

时进行有效的处理。同时，能够根据评估的结果选择合适的置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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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大大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置管时需要保证患者的周围环

境干净，采用最大范围的无菌屏障，减少病房内的人员流动，以防

止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5]。另外，对患者置管部位周围的皮肤进行

消毒处理，穿刺完成后使用无菌敷料进行覆盖，将其进行妥善的固

定，观察的生命体征变化情况[6]。 

1.2.3.3 置管后的护理工作 

组内的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的置管情况在完成置管后依旧进

行有效的护理，严密观察患者穿刺部位的情况，是否有敷料脱落的

情况，一旦发生后要及时上报并对患者进行及时的处理。在为患者

换药时要严格按照无菌操作技术进行[7]，对留置导管周围的皮肤、

导管及穿刺口都需要进行消毒处理，保证消毒的范围要超过敷贴的

面积。完成药物的更换后要对导管进行有效的妥善固定，将换药的

时间记录好并签名。在患者留置导管的过程中要每天对导管进行检

查，看是否有打折、弯曲的情况，并对导管的连接处进行检查[8,9]，

观察是否有敷料松动或是污染的情况，穿刺点处是否有压痛或是渗

血渗液的情况，一旦有异常情况后要立即进行有效的处理。对患者

进行中心静脉压监测之前先进行生理盐水的冲洗，尽可能地缩短患

者留置导管的时间，满足拔管标准的应尽快拔除。对于有可能发生

感染的患者更换置管位置[10]。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

率、住院时间及护理满意度。其中不良事件包括导管堵塞、局部渗

血渗液、导管脱出、穿刺点感染。护理满意度根据患者对整个护理

过程中各方面的满意情况进行调查，让他们对不同的护理方面进行

评分，根据分数的高低分为三个等级，其中得 90 分以上的为非常

满意，70-89 分为基本满意，低于 70 分的则为不满意，满意度的计

算方法为非常满意与基本满意所占的比例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住院时间

均为计量资料，采用（ sx ± ）的形式来表示，使用 t 检验，发生率

及满意度记为计数资料，表示方法为（%），使用χ2 检验，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则使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及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的两个发生率数据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不良事件及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比较[n（%）] 

不良事件 组别 例数 

导管堵塞 局部渗血渗液 导管脱出 穿刺点感染 合计 

相关性血流感

染 

观察组 24 1（4.17） 0（0.00） 0（0.00） 0（0.00） 1（4.17） 0（0.00） 

对照组 24 3（12.50） 2（8.33） 3（12.50） 2（8.33） 10（41.67） 4（16.67） 

2.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的住院时间分别为（20.1±0.2）d，对照组的住院时间

为（26.3±0.8）d，观察组明显短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中非常满意 20 例，基本满意 4 例，满意度为 100.00%，

而对照组中非常满意 10 例，基本满意 8 例，不满意 6 例，满意度

为 75.00%，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中心静脉导管在 ICU 中应用得较多，因为 ICU 收治的患者往往

需要输注各种抢救药物、输血补液，同时还需要提供给患者胃肠外

营养，以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情况。在具体使用中心静脉导管的过

程中既对其操作有着较大的要求，即要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技术，同

时还对其置管中及置管后需要进行有效的护理，若有不当的操作或

是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不良事件或是相关性血流感染，常见的不良事

件有导管堵塞、导管脱出、导管断裂、局部渗血渗液、穿刺点感染

等。一旦出现不良事件或是相关的感染将会加重患者的病情，延长

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其痛苦。因此，为了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促进患者的顺利治疗，需要在这个导管使用期间进行有效的护理[11，

12]。本次研究分析了循证护理措施在中心静脉导管置管治疗患者中

对于预防感染的效果。分析所得数据可看出，观察组的不良事件更

少，感染发生率更低，住院时间更短，患者满意度更高，充分证实

了循证护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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