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正确对策%耐心说服(&%() & 护士通过对患者进行
评估后正确把握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提供心理安
慰’健康指导’疾病知识教育等护理服务%消除患者
的心理障碍%减轻患者身心痛苦%使其积极配合治疗
护理%在心理疏导方面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同伴#教
育更具说服力&
FEF;加强护士职业防护教育%以科室为单位%定期
以讲课的方式对护士进行培训%提高护士对患者护
理的知识水平(,) %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以及应
对突发事件的技巧和方法%减轻工作顾虑%消除恐惧
心理%全面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FEG;目前艾滋病还是一种不能治愈的传染病%且病
死率高%当被确诊时患者不敢面对现实%出现无助’
孤独’恐惧’被歧视的心理%容易做出一些始料不及
的事情%造成其本人及他人伤害%事情大多发生在中
午’晚上值班人员较少的时候& 因此护士在日常工

作中%通过交流了解患者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尽可能
从患者的角度考虑%尊重患者%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减轻其心理负担%另外家属的陪护是对患者极其
重要支持和帮助& 多方面地给艾滋病患者提供人性
化的护理%能有效地化解患者住院期间出现的各种
问题%提高患者的遵医行为%防止病情恶化%延长生
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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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脑卒中患者 +( 例的医院感染分析及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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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老年脑卒中病住院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提出护理对策& 方法’采用回
顾性方法调查分析 &))/2)- &̂)-)2-& 神经内科老年脑卒中病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老年脑卒中住院
患者医院感染率为 -/N.$d$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感染多见%泌尿道次之$住院 () B后易发感染%并随年龄的
增长医院感染率增高& 结论’老年脑卒中病住院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高%应积极采取护理对策%以降低感染
发生率&
’’"关键词#’脑卒中病$’老年人$’医院感染$’护理
’’"中图分类号#’%,.(N.,’"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0(/)+$&)--%)/ 0)./. 0)(
’’B=5&-)<(*+*OP<5QQ7<-+., 0(/)+<&)--<)/<($

’’脑卒中是一组以急性起病’局灶性或弥漫性脑
功能缺失为共同特征的脑血管病%患病率’致残率及
死亡率高(-) %是严重危害中老年人生命与健康的主
要疾病之一& 住院期间%老年脑卒中患者由于患病
及自身抵抗力弱易并发医院感染%直接影响着患者
的康复及预后& 为控制老年脑卒中患者医院感染发
生率%防止并发症%应加强护理工作& 现对近 ( 年在
本科住院治疗的老年脑卒中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

探讨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和护理对策%促进临床治
疗与护理&
D;资料与方法
DED;资料来源;资料来自 &))/2)- &̂)-)2-& 我院
神经内科收治老年性脑卒中患者 ((+ 例%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岁%平均 +*N$ 岁& 其中脑出
血 -&( 例%脑梗死 -/*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 例&
发生医院内感染 +( 例%感染发生的病种中脑出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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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脑梗死占 &/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占 $ 例&
DE9;诊断标准;脑卒中的诊断标准符合 -**$ 年全
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 %全
部经头颅G%[或!I证实& 医院内感染的诊断标准
依据.医院内感染诊断标准"试行#/确诊&
DEF;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分析方法对临床医师
填报院感科的感染报告卡片%应用统计表格%对有关
项目进行逐项统计分析&
9;结果
9ED;医院感染的发生率;本组 ((+ 例出院患者中
发生医院感染 +( 例%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N.$d&
9E9;医院感染的部位分布;感染部位以呼吸系统
感染为主%感染部位分布见表 -&

表 -’医院感染的部位分布

感染部位 例数 百分比"d#

下呼吸道 ,+ .(N)-

上呼吸道 ,+ .(N)-

胃肠道 + *N$&

泌尿道 -) -$N/.

其他 - -N$*

9EF;医院感染的性别及年龄分布;+( 例医院感染
病例 中% 男 性 (/ 例 " +)N(&d#% 女 性 &$ 例
"(*N+/d#%年龄 .) 岁以下 -- 例"-.N,+d#%.) ^
/) 岁 ,$ 例".-N,(d#%/) 岁以上 . 例"--N--d#&
9EG;医院感染的时间分布;住院 -$ B 内发生医院
感染 * 例"-,N&/d#$住院 -$ (̂) B 发生医院感染
-. 例"&+N*/d#$住院 () B 后发生医院感染 (. 例
"$/N.(d#&
9E7;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 例 -$) 份标本中痰
标本 +, 份%尿标本 .+ 份%其他标本 -) 份$检出病原
菌 /, 株& 见表 &&

表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

’病原菌 菌株数 构成比"d#

肺炎克雷伯菌 -. &)N&,

大肠埃希菌 -+ -*N)$

铜绿假单胞菌 / *N$&

金黄色葡萄球菌 + .N-,

表皮葡萄球菌 , ,N.+

白色念珠菌 -, -+N+.

其他 -* &&N+&

合计 /, -))N))

F;讨论
FED;发生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老年脑卒中患者
是医院感染高危人群%肺部感染是急性脑卒中患者
最常见的并发症%也是诱发多脏器衰竭和死亡的重
要危险因素(() & 神经内科老年脑卒中病人 ((+ 例出
院病人中发生医院感染 +( 例%院内感染发生率为
-/N.$d%与本院同期住院病人相比%医院感染率明
显增高& 研究表明%病人年龄越大’住院时间越长’
天气的变化都可以使医院感染发生率增高& 主要与
老年人自身免疫力差%机体调节功能低下%各组织器
官在形态和功能上发生了退行性改变%机体对外界
环境的适应能力降低有关& 另一种原因是绝大多数
老年人患多种疾病%自身防病能力差%主要器官功能
普遍降低& 本组长期卧床病人 -- 例%均发生医院感
染%主要感染部位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占总感染例数
的 .(N)-d%属于感染首位& 原因之一是病人呼吸
道直接与外界相通%老年病人气管黏膜纤毛清除功
能下降%咳嗽反射能力差%支气管黏膜分泌物增多不
易排出$并且老年脑卒中病人因咳嗽反射’吞咽反射
差%以及喉头功能障碍而易发生误吸(,) %因而使下
呼吸道感染增多& 另一原因是老年病人生理’免疫
功能减退%大小便失禁%长期卧床等%病人不能有效
地清除呼吸道分泌物%致呼吸道感染增加& 各种侵
入性操作如插胃管’气管插管’导尿’静脉置管等可
对皮肤’黏膜造成损伤%使病人自然防御能力遭受破
坏%导致医院感染率增高&
FE9;护理体会
(N&N-’加强医院内感染知识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
医院内感染知识& 医院感染发生与护理人员院感防
控意识和规范操作关系非常密切%对上岗的医护人
员加强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增强医护人员预防和控
制医院感染率的意识& 护理人员在工作中严格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遵守无菌操作原则%规范操作流程%
尽量减少侵入性操作& 在护理病人前后及执行各项
操作前后要注意洗手%保持手的卫生清洁&
(N&N&’合理应用抗生素& 护士根据医嘱及时留取
各种标本并及时送检%根据药敏实验和细菌培养的
结果%严格合理选用抗生素($) %严防滥用广谱抗生
素%防止老年脑卒中病人发生二重感染&
(N&N(’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技术%切断侵入性操作致
病原菌侵入的途径(+) %掌握老年病人侵入性操作的
适应证%尽量减少侵入性操作次数& 在操作前评估
病人情况%选择合适病人使用的导管%缩短操作时间
和留置时间& 各种治疗用品均应严格消毒%一次性

*//.* !>57?Q?_=AS746=XE?W!6575946G?B5957?%JA;AQR&)--%H=6A3?,%EA3Z?S/’’

万方数据



无菌物品使用前要确保包装无破损并在有效期内方

可使用&
(N&N,’加强患者基础护理及病房管理%为患者提供
优质护理服务& 老年脑卒中病人长期卧床%生活不
能自理%护理人员加强对病人的基础护理%生活上加
强照顾%保持病人皮肤清洁%增强病人机体抗病能
力& 采用湿式扫床%一人一巾一消毒N每天用消毒
液浸泡过的拖把清洁地面一次%保持病室清洁& 病
房地面保持干燥%并保持良好通风环境%病房温度宜
保持在 && &̂, c之间& 病床保持清洁%床单干燥整
洁& 尤其是长期卧床老年病人在同病室收治同病种
病人时%防止出现交叉感染&
(N&N$’做好呼吸道管理%加强口腔护理%保持口腔
清洁%减少细菌繁殖& 根据口腔 FC值选用口腔清
洁液%对出现口腔溃疡的病人%应通过痰培养加药敏
选用相应的抗菌素溶液擦洗$脑卒中意识障碍时%呼
吸中枢处于抑制状态%呼吸反射及呼吸道纤毛运动
减弱%使分泌物积聚%应保持呼吸道通畅%吸除口鼻
分泌物’痰液或呕吐物%以免进入呼吸道造成梗阻或
肺炎发生& 医护人员在为病人吸痰前后需按要求严
格洗手%吸痰时应严格执行无菌操作%使用一次性吸
痰管$吸痰尽可能彻底%操作轻柔%方法正确%防止损
伤气管黏膜& 舌根后坠患者使用口咽通气管%托起
下颌或以舌钳拉出舌前端& 氧气湿化瓶和湿化液应
&, >更换一次&
(N&N+’注意观察患者病情%及时发现感染特征& 老
年脑卒中病人发生感染症状和体征不典型%护理人
员要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特别是生命体征的变化&
临床观察发现老年人医院感染后不一定发热%有些
病例只有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升高%但 !I等检查
已经有肺部炎症& 因此%护理人员应密切注意这些
感染迹象%及时协助医生做各项检查%发现异常及时
报告&
(N&N.’加强住院病人健康宣教%提高病人自我保健
意识%指导病人康复训练%减少卧床时间& 责任护士
对病人进行饮食指导%加强病人营养%提高其抗病能
力& 预防感冒%正确指导休息%注意劳逸结合%避免

劳累&
(N&N/’尽量缩短病人住院时间& 住院时间与医院
感染呈正相关%患者住院时间越长%感染发生率则越
高(.) & 以高效的医护质量尽量缩短病人住院时间%
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
(N&N*’做好病人心理护理& 责任护士应及时评估
病人心理活动及病人社会环境因素%以便进行有针
对性的心理疏导& 以体贴’关爱’热情诚恳的言行对
待患者%耐心倾听病人的主观感受%及时解决或解释
病人提出的问题%消除病人思想顾虑%避免病人出现
急躁心理和悲观情绪%使患者增强治疗疾病的信心%
理解并配合各项治疗及护理%并增强患者自我照顾
的能力和信心(/) & 取得家庭成员支持%为病人创造
一个良好的氛围%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医院内感染的发生严重影响老年性脑卒中的预

后%在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必须高度重视%增强感染
控制意识%做好病人的基础护理%加强病人营养%提
高其自身机体免疫力%全面评估病人病情%制定合理
可行的护理措施%为病人提供全程优质护理服务%预
防院内感染%力求把医院感染率降到最低水平&

参考文献

-’张艳秋<程丽娜<脑卒中偏瘫患者健康教育体会(_)<中国误诊学

杂志%&))$%$"-/#!($++ 0($+.<

&’陈清棠<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_)<中华神经科杂志%-**+%&*

"+#!(.* 0(/)<

(’赵性泉%龙’洁<急性脑血管病与多脏器衰竭(_)<中风与神经疾

病杂志%&)))%-)",#!&&.<

,’杨’晶%田小京%刘玉春%等<老年患者误吸及其危险因素的研究

(_)<现代护理%&))$%--"-)#!.,& 0.,+<

$’黄少平%陆’龙%张延霞<医院抗生素应用环节控制的研究(_)<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朱其凤%吕’丽%李卫光<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的调查分析及预防对

策(_)<齐鲁护理杂志%&)),%-)"-&#!,$. 0$/-<

.’刘学源%陈玉娟%杜望春%等<脑出血患者并发医院感染的临床研

究(_)<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0++*<

/’徐永能%卢少萍%符’霞%等<老年痴呆患者家居安全的护理干预

(_)<中华护理杂志%&)),%(*"(#!-/$<

"收稿日期’&)-- 0), 0()#"本文编辑’刘京虹’吕文娟#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