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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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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程监控+基础上提出*预防性过程监控+概念及可行的监控方法%实验性应用于留置导尿相

关泌尿系感染的控制中%评价监控方法的有效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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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某院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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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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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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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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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留置导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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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设为实验组)对照组执行留置导尿常规护理%实验

组除进行常规护理外%采用评估督促和宣传教育等方法进行预防性过程监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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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督促和宣传教育等预防性过程监控可有效预防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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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控+是近年来倡导的医院感染监控理

念'而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对预防措施进行监

控更具实际意义%故提出了*预防性过程监控+概念'

其主要是针对预防措施的实施过程进行跟踪监测%

在监测同时采用有针对性的&便于实施的控制方法%

达到预防感染发生的目的'

-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IG.J5-9:).9;)&K)&#L)(L)=!""&



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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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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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资料显

示%泌尿系感染位于医院感染发病的第
+

位%占全部

感染的
%%H

"

%!H

%其中大多与留置导尿有关'因

此%我们采用评估督促和宣传教育等监控方法%实验

性应用于留置导尿相关泌尿系感染的控制中%并评

价监控方法的有效性'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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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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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组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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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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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院神经内科

留置导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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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设为对照组%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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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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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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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留置导尿的患者设为

实验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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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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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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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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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导尿均采用气囊导尿管'对照组(

按照医院制定的留置导尿护理常规%每日消毒尿道

口
!

次%每周更换尿袋%无留置导尿指征时及时拔除

导尿管)回顾性调查
!""*

年
%

,

*

月留置导尿相关

泌尿系感染率'实验组(除采取对照组常规措施外%

增加了评估督促和宣传教育的监控方法'评估督促

法(由医院感染专职护士隔日去科室
%

次%检查预防

措施执行情况%督促病房护士落实相关措施)床旁评

估患者是否可以拔除导尿管%提示主管医生在无留

置导尿指征时及时拔管'宣传教育法(分别向医护

人员&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宣传'向医生建议减少留

置导尿%提倡假性导尿)教育护士从尿液外观早期发

现感染%及时报告医生)建议责任护士将有无拔管指

征列入观察范围内%必要时提醒医生拔管)制作留置

导尿感染预防宣传单%由专人向患者及家属宣教简

单的泌尿系感染预防知识%如长时间留置导尿管的

危害&防止尿液逆流的原因&饮水量&假性导尿的优

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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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医院感染监测与控制%监测是基础%控制是目

的!

%

"

'临床经常开展的是针对结果的监测%对发现

医院感染的暴发%预防和控制效果明显'但对个例

感染的预防缺乏实际意义%存在滞后性'近年来提

倡针对医院感染过程开展监控%但缺少成功的监控

方法及经验介绍'我们提出了*预防性过程监控+概

念%即以预防为目的%将监测前移%监测的重点为易

感环节预防措施落实的整个过程%在监测过程中发

现措施落实的缺陷%提出相应监控方法'监控方法

根据患者特点&不同感染部位&各自预防要点而制

定%所以针对性强%能及时调整%达到最大程度的感

染防控%具有较强的临床意义'

神经内科是泌尿系感染的高发科室%留置导尿

患者大多具有泌尿系感染危险因素%如留置导尿时

间
#

'@

%年龄
#

("

岁%侵袭性操作的因素等!

!$+

"

'

留置导尿时间的延长是增加感染的重要因素%缩短

留置导尿时间是控制泌尿系感染方便&有效的手段'

留置导尿时间取决于病情需要&医生判断&护理需

要&患者及家属观念和要求等'在本次预防性过程

监控中%根据神经内科患者留置导尿的特点%我们采

用了评估督促和宣传教育的方法'如改变护士对于

留置导尿医嘱只执行%不观察&不干预的观念)纠正

患者及家属对于长时间留置导尿产生的依赖心理%

告知留置导尿的并发症及危害%讲解感染预防知识%

有的放矢地进行宣教'结果显示%实验组泌尿系感

染率显著降低#

5

"

","%

$%留置导尿时间较对照组

明显缩短%证明这
!

种方法是有效的'

在开展预防性过程监控中需注意的问题(医院

感染专职人员必须具有医院感染控制及临床护理操

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提出有意义的监控方法'

如本实验要求感染控制人员能发现留置导尿过程中

的危险因素或错误行为)准确判断拔管指征)解答患

者及家属提出的预防和护理方面的问题'此外%因

预防性过程监控对临床诊疗&护理工作进行了一定

程度的干预%感染控制专职人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和技巧%取得医务人员&患者及家属的信任'避免

诱导患者和家属对医院感染的特别关注%造成误解

或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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