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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在预防 ICU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中的应

用研究 
史晓明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摘要：目的：探究对 ICU 中心静脉导管患者实施集束化护理后预防相关性血流感染效果。目的：选取 2021 年 2 月至 2023 年 5 月收治的 86

例 ICU 中心静脉导管患者，随机均分为 JS 组（n=43）以及 CG 组（n=43），CG 组患者进行常规化护理，JS 组患者进行集束化护理，比较两

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JS 组的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要低于 CG 组；JS 组的护理满意度要高于 CG 组（p<0.05）；JS 组的住院相关指标

均要优于 CG 组（p<0.05）。结论：对 ICU 中心静脉导管患者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活动，可降低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几率，有效提

升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降低患者的住院时间，尽可能延长静脉导管的置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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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医疗领域，中心静脉导管在救治重症患者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随着其广泛应用，导管留置期间的护理问题逐渐浮

现，若护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给患者带来诸多风险[1]。不仅会

延长患者的康复时间，增加治疗费用，还会加重医护人员的工作负

担，影响患者的康复效果，甚至增加病死率。为了降低 ICU 中心静

脉导管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风险，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应采取集束化

护理干预措施，为患者提供更全面、专业的临床护理，从而降低患

者的感染几率，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2]。此外通过实施集束

化护理干预，可以更好地管理患者的病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

高治疗效果，使患者更快地康复出院。为此，必须重视中心静脉导

管的护理工作，确保患者的安全和健康，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的医疗服务。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从我院选取 2021 年 2 月至 2023 年 5 月收治的 86 例 ICU 中心

静脉导管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表方法将患者划分 JS 组以

及 CG 组。由表 1 可知，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无差异统计学意义

（p>0.05），本次研究以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表 1 一般资料 

项目 JS 组（n=43） CG 组（n=43） 

男 23 24 
性别（例） 

女 20 19 

年龄范围 26 至 60 24 至 59 
年龄（岁） 

平均年龄 38.54±3.08 38.49±3.16 

APACHEⅡ评分

（分） 
 19.24±3.21 19.18±3.25 

 25 26 
留置类型（例） 

 18 17 

1.2 护理方法 

1.2.1 常规护理 

在临床护理过程中，医护人员需要紧密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

以确保提供有针对性的护理。与此同时，医护人员也要持续监测患

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异常情况。此外，对

于留置导管的患者，医护人员也要特别关注并采取适当的护理措

施，以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并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1.2.2 集束化护理 

对于 JS 组患者进行集束化护理干预。 

第一，构建一个专业化的集束化护理小组，专职负责 ICU 患者

的中心静脉导管评估与维护工作，与此同时，对集束化护理小组的

医护人员进行临床操作技术的考核工作，有效提升医护人员的护理

干预水平，减少由于操作不当所引发的并发症风险。 

第二，制定一份详尽的护理计划表，以满足患者的实际需求。

这份计划表应包括定期核查置管操作流程的环节，以确保置管部位

得到彻底的消毒，医护人员也要对患者进行标准化的防护措施，以

降低感染风险。同时，为进一步规范置管环节中的操作行为，医护

人员应始终在无菌条件下进行所有置管操作，并严格遵守相关卫生

规定。此外，医护人员需对患者的导管进行正确评估，有效预防相

关感染并发症的发生，为患者的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第三，为提升集束化护理小组的业务能力，需要积极开展针对

医护人员集束化护理干预的培训工作，有效提升医务人员的业务能

力，通过定期开展的培训考核活动，确保 ICU 医护人员能够全面掌

握中心静脉导管置管流程，掌握并应用中心静脉导管置管的护理方

法。 

第四，医护人员应当定期评估置管患者的心理状况，关注并有

效排解其负面情绪。同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虚心听

取患者的意见，以便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营养支持方案，为患者的

全面康复提供坚实的支持。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住院相关指标以及护理

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组间比较存在差异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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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时，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比较 

由表 2 可知，JS 组的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要低于 CG 组

（p<0.05）。 

表 2 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感染发生例数 感染发生率 

JS 组 43 0 0 

CG 组 43 3 6.98% 

X2   8.644 

p   <0.05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由表 3 可知，JS 组的护理满意度要高于 CG 组（p<0.05）。 

表 3 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JS 组 43 29（67.44%）13（30.23%）1（2.33%） 42（97.67%）

CG 组 43 15（34.88%）18（41.86%）10（23.26%）33（76.74%）

X2     6.128 

p     <0.05 

2.3 住院相关指标比较 

由表 4 可知，JS 组的住院相关指标均要优于 CG 组（p<0.05）。 

表 4 住院相关指标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导管留置时间

（d） 

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时

间（d） 
住院时间（d） 

JS 组 43 13.58±2.26 6.17±0.55 9.82±2.12 

CG 组 43 7.56±1.72 9.83±0.41 12.55±2.38 

t  8.606 7.241 6.587 

p  <0.05 <0.05 <0.05 

3 结语 

重症监护病房是专门收治各类危重患者的医疗场所，这些患者

通常病情严重且发展迅速，需要及时的监测和治疗来维护生命健

康。中心静脉导管现已成为临床治疗危急重症患者的重要手段，具

有便捷、快速等优势，对患者创伤小，输液速度快，有助于提高重

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3]。然而，中心静脉导管也存在着引发血流感

染的风险。感染的致病菌主要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

和真菌等。血流感染的发生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心静

脉导管置入后 24 至 48 小时内，纤维蛋白鞘会包围导管，随着留置

时间的延长，导管置管区域的细菌繁殖量不断增加，细菌定值率也

随之上升；二是导管血栓形成后，会大大增加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

血流感染的风险。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医护人员应严格遵守操作

规程，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以降低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的发生率。 

刘溜的研究显示，集束化护理干预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相关性

血流感染的发生率，并缩短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4]。集束化护理干

预强调的是一系列具体的护理操作步骤，通过统一和标准的操作流

程，形成主动化的护理干预活动，从而提升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

因此，对于 ICU 中心静脉导管的患者，在实施护理干预前，建立一

个集束化护理干预小组是必要的。这个小组需要在全面了解患者实

际情况的基础上，积极观察护理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此外，由

护理人员对中心静脉导管进行评估，判断 ICU 患者中心静脉留置导

管的情况，不仅可以提升医护人员的中心静脉导管操作水平，还可

以提高医护人员的护理能力。同时，集束化护理干预小组可及时纠

正医护人员的错误操作，规范患者的护理操作行为。另外，集束化

护理干预小组通过制定集束化护理表格，将单一的护理干预措施整

合到一个连续的操作流程中，由专职护理人员负责患者的护理工

作，积极检查各项留置导管的情况，这样可以加强患者对日常导管

维护的理解和执行。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JS 组的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要低于 CG

组（p<0.05）；JS 组的护理满意度要高于 CG 组（p<0.05）；JS 组的

导管留置时间要高于 CG 组（p<0.05）；JS 组的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

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要短于 CG 组（p<0.05）。 

综上所述，对于 ICU 中心静脉导管患者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活

动，可有效预防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症状的，有效提升患者的

护理满意程度，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与此同时，也能有效缩短患

者的住院时间以及相关性血流感染发生时间，尽可能延长静脉导管

的置管时间，临床护理效果极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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