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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某三级医院某病区近两年住院患者泌尿道院内感染影响因素!探讨预防控制泌尿

道院内感染的有效措施' 方法"选择 %&!*1&!1&! <%&!,1!%1)! 发生泌尿道院内感染的某病区住院患者 !() 例

作为感染组!并选择同期未发生泌尿道院内感染的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分析发生感染的影响因素' 结果

感染组患者中男 -' 例$**=(>%!平均年龄$*(=% ?!'=,%岁!住院总天数为$)(=& ?)!=,%@!其中住院 (! @ 及

以上的患者 %2 例$!-=*>%!!!% 例患者使用导尿管!-) 例使用抗菌药物天数在 !! @以上' 多因素A;B6CD6: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使用抗菌药物$!"E!(=-*,!#E&=&&&%(住院天数 %! <(& @$!"E*='%'!#E&=&&&%(住院

天数 (! @及以上$!"E%%=(-*!#E&=&&&%(使用导尿管天数$!"E%=2--!#E&=&&%%是泌尿道院内感染的独

立危险因素' 结论"泌尿道院内感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与医院卫生消毒工作(医务人员的无菌操作意识(抗

菌药物的合理使用以及置管时间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泌尿道)"医院内感染)"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G"!文章编号""!*,( +)2&*#%&!-$&% +&%%& +&(

""@;6%!&#)-*-HI#6CCJ#!*,( +)2&*#%&!-#&%#%-

""泌尿道感染即尿路感染是指各种病原微生物在

尿路中生长(繁殖而引起的尿路感染性疾病"!#

' 为

了科学地预防控制泌尿道医院感染!本研究以某医

院近两年泌尿道院内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泌尿

道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相关预防措施'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以 %&!*1&!1&! <%&!,1!%1)! 期间

入住某三级医院某病区 (2 K以上!发生泌尿道院内

感染的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感染者的基础疾病

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 按照 !L! 配比原则!选取同

期入院同一病区但未发生泌尿道院内感染的患者

!()例为对照组' 共计患者 %2* 例' 纳入标准&$!%参

照卫生部 %&&! 年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

!

患者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或有下腹

触痛(肾区叩痛!伴或不伴发热!并有以下情况之一!诊

断为泌尿道感染&

!

尿检白细胞男性
!

'个H高倍视野!

女性
!

!& 个H高倍视野)

"

临床医师诊断为泌尿道

感染或抗菌治疗有效而认定的泌尿道感染' $%%院

内感染$K;CM6D576JNO:D6;J%是指住院患者在医院内获

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

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入院前已经开始

或入院时已经存在的感染' 排除标准&$!%入院时

已经存在的泌尿道感染)$%%入院前已开始!入院 (2 K

内发生的泌尿道感染'

!#$"研究方法"采用 !L! 配比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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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 对照匹配条件&$!%性别相同)$%%年龄

相近$ ?) 岁%)$)%入住相同病区)$(%入院时间相

近$ ?' @%' 根据匹配条件!利用院内信息系统筛选

出感染组和对照组各 !() 例' 将手术史(基础病情

况(住院时间等作为可能影响泌尿道院内感染的因

素!对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统计学方法"应用OM6@5D5)=! 建立数据库!利

用 XYXX!)=&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

条件A;B6CD6:回归分析!用后退法筛选变量!变量剔

除标准
#

E&=!' 分析的因素及赋值方法见表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分析的因素及赋值方法

"因"素 "赋值方法

是否患癌症 否E&!是E!

是否患慢性病 否E&!是E!

是否手术 否E&!是E!

手术次数 & <! 次E&!% 次及以上E!

是否入住Z.[ 否E&!是E!

住院天数
& <%& @ E&!%! <(& @ E!!(! @ 以
上E%

发热天数 & <!& @ E&!!! @以上E!

是否使用抗菌药物 否E&!是E!

是否联用抗菌药物 否E&!是E!

是否使用特殊抗菌药物 否E&!是E!

抗菌药物使用天数 & <!& @ E&!!! @以上E!

联用抗菌药物天数 & <!& @ E&!!! @以上E!

是否使用呼吸机 否E&!是E!

是否使用中心静脉置管 否E&!是E!

是否使用导尿管 否E&!是E!

使用导尿管天数 & <!& @ E&!!! @以上E!

使用尿管次数 & <! 次E&!% 次及以上E!

$"结果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感染组 !() 例患者中男

-'例$**=(>%!女 (2 例$))=*>%)平均年龄$*(=% ?

!'=,&%岁!(&岁以下患者 !!例$,=,>%!(! <*&岁患者

(!例$%2=,>%!*!岁以上患者 -!例$*)=*>%' 对照组

!()例中男 -' 例$**=(>%!女 (2 例$))=*>%)平均年

龄$*(=% ?!'=,&%岁!(&岁以下患者 !!例$,=,>%!(! <

*&岁患者(!例$%2=,>%!*!岁以上患者 -!例$*)=*>%'

两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两组患者患病情况比较"感染组患者中 !% 例

$2=(>%入院时诊断为癌症!对照组为 , 例$(=->%)

感染组中慢性病患者 '' 例$)2='>%!对照组中慢

性病患者 (, 例$)%=->%!两组患者的癌症和慢性病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两组患者患病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癌症 慢性病

是 否 是 否

感染组 !() !%$2=(% !)!$-!=*% ''$)2='% 22$*!='%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两组住院及手术情况比较"感染组住院总天

数为$)(=& ?)!=,%@!其中住院 (! @ 及以上的患者

%2 例$!-=*>%)对照组为$!!=2 ?-=!)%@!有 !%) 例

$2*=&>%住院天数]%& @' 感染组中 2- 例$*%=%>%

患者在此次住院期间手术!且其中有 !, 例$!!=->%

手术次数在 %次及以上)对照组患者有 )-例$%,=)>%

有手术经历!其中仅 % 例$!=(>%的手术次数
!

% 次'

感染组 !& 例$,=&>%患者的发热天数 \!! @!对照

组患者的发热天数均不超过 !&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见表 )'

表 )"两组住院及手术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 手术次数 入住Z.[ 住院天数 发热天数

是 否 & <! 次 % 次及以上 是 否 & <%& @ %! <(& @ (! @以上 & <!& @ !! @以上

感染组 !() 2-$*%=%% '($),=2% !%*$22=!% !,$!!=-% %&$!(=&% !%)$2*=&% (2$))='% *,$(*=-% %2$!-=*% !))$-)=&% !&$,=&%

对照组 !() )-$%,=)% !&($,%=,% !(!$-2=*% %$!=(% )$%=!% !(&$-,=-% !%)$2*=&% !2$!%=*% %$!=(% !()$!&&=&% &$&=&%

!

%

+ )'=)'( !%=*2( !)=**( !'=&*' !&=)*%

# + &=&&& &=&&& &=&&& &=&&! &=&&!

$#&"两组置管情况比较"感染组中有 !& 例患者使

用中心静脉置管!对照组中仅 !例' 感染组中有 !(例

$-=2>%使用呼吸机!对照组中使用呼吸机的患者

为 ) 例$%=!>%' 感染组中 !!% 例患者使用导尿

管!其中 '( 例使用导尿管次数 % 次以上!'2 例使用

导尿量天数 !& @ 以上)对照组中 (& 例患者使用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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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管!其中 !! 例使用导尿管次数 % 次以上!!! 例使

用导尿管在 !! @ 以上'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见表 ('

表 ("两组置管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使用中心静脉置管 使用导尿管 使用导尿管次数 使用导尿管天数 使用呼吸机

是 否 是 否 & <! 次 % 次以上 & <!& @ !! @以上 是 否

感染组 !() !&$,=&% !))$-)=&% !!%$,2=)% )!$%!=,% 2-$*%=%% '($),=2% 2'$'-=(% '2$(&=*% !($-=2% !%-$-&=%%

对照组 !() !$&=,% !(%$--=)% (&$%2=&% !&)$,%=&% !)%$-%=)% !!$,=,% !)%$-%=)% !!$,=,% )$%=!% !(&$-,=-%

!

%

+ ,=*'2 ,%=,-! )*=2!% (%=!-( ,='*,

# + &=&&* &=&&& &=&&& &=&&& &=&&*

$#'"两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比较"住院期间感染

组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 !(& 例$-,=->%!其中 -) 例

使用抗菌药物天数在 !! @以上)对照组使用抗菌药

物的患者 ,, 例$')=2>%!其中 %% 例患者抗菌药物

使用天数 !! @ 以上!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感染组使用特殊级抗菌药物的患者 !' 例

$!&='>%!对照组仅 ! 例患者使用特殊级抗菌药

物' 见表 ''

表 '"两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使用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使用天数 联用抗菌药物 联用抗菌药物天数 使用特殊级抗菌药物

是 否 & <!& @ !! @以上 是 否 & <!& @ !! @以上 是 否

感染组 !() !(&$-,=-% )$%=!% '&$)'=&% -)$*'=&% )'$%(='% !&2$,'='% !))$-)=&% !&$,=&% !'$!&='% !%2$2-='%

对照组 !() ,,$')=2% **$(*=%% !%!$2(=*% %%$!'=(% !!$,=,% !)%$-%=)% !(!$-2=*% %$!=(% !$&=,% !(%$--=)%

!

%

+ ,2=2!% ,)=)!( !(=-%! '='*, !%=-,*

# + &=&&& &=&&& &=&&& &=&!2 &=&&&

$#("泌尿道院内感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A;B6CD6:回

归分析结果"对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 个

变量进行多因素条件 A;B6CD6: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是否使用抗菌药物(住院天数(使用导尿管天数是泌

尿道院内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使用抗菌药物天数

和住院天数越长!使用导尿管天数越多!泌尿道院内

感染的风险越大' 见表 *'

表 *"泌尿道院内感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A;B6CD6: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X=3= ^57@值 !"$-'()*% #

是否使用抗菌药物 %=,&* !*=2'( &=**2 !*=(!& !(=-*,$(=&(% <''=(%)% &=&&&

住院天数$

#

%& @%

$

"%! <(& @ !=2,* *=))% &=)*% %*=,2& *='%'$)=%&, <!)=%,,% &=&&&

"(! @以上 )=!!) %(=%*' &=2)* !)=2*' %%=(-*$(=)*- <!!'=2)&% &=&&&

使用导尿管天数 !=&*( )=(!) &=)(( -='-! %=2--$!=(,2 <'=*2'% &=&&%

"注&

$多分类变量设置哑变量

%"讨论

%#!"危险因素分析

)=!=!"住院天数"多因素A;B6CD6:回归模型结果显

示!住院天数是泌尿道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且住院

时间越长!患泌尿道院内感染的风险越大' 医院作

为诊疗场所!致病菌相对集中!且住院时间长的患者

由于其机体恢复能力较差!恢复时间较长!因此这类

患者的感染几率较高!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

'

本研究感染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岁!

且 *! 岁以上患者 -! 例$*)=*>%!感染组患者以老

年人居多!老年患者的器官功能逐渐衰退导致其自

身免疫力下降!且长期卧床!缺乏锻炼!因此住院时

间越长!患者发生泌尿道院内感染风险越大'

)=!=%"抗菌药物的使用"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

可诱发泌尿道院内感染!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

抗菌药物与医院感染的关系一直是探讨的热点' 相

关研究")#结果显示!医院当前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使

用抗菌药物的现象!如药物选择不当(用药指标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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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用药时间过长等' 抗菌药物的不当使用可

导致患者体内菌群失调!免疫功能损伤!这不仅不能

预防感染!还会增加细菌耐药发生和真菌继发感染

的几率",#

' 因此!提高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的能力及对抗菌药物的规范化管理刻不容缓'

)=!=)"使用导尿管天数"导尿管留置的时间越长!

诱发患者泌尿道院内感染的风险越大!相关研究"2!-#

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留置导尿管是临床常用的侵

入性护理操作!是解决排尿异常及观察尿量的基本

手段!也是诱发泌尿道感染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

置管操作会破坏自然防御的屏障!尤其是操作不当

时!会损伤尿道黏膜而导致细菌的入侵和繁殖!导尿

管置管时间越长!泌尿道感染的危险性越大' 因此!

定时的置管评估及尽量缩短导尿管滞留的时间是减

少泌尿道感染的关键'

%#$"预防控制泌尿道院内感染的应对措施

)=%=!"加强医院卫生消毒工作!强化医务人员的无

菌操作意识"医院是致病菌相对集中的诊疗场所!

住院时间较长院内感染风险越大!因此!应从源头上

预防控制院内感染的发生' 首先!应完善感控三级

网络管理体系!切实有效地实施对院内空气(物体表

面等的卫生消毒工作!避免由于卫生消毒不到位而

带来的感染)其次!应加强医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

及考核!增强医务人员的无菌操作意识' 医务人员

作为各种操作的施行者!在放置尿管操作(日常护理

中都应该严格按照相关的操作规程进行!增强手卫

生及无菌操作意识!降低由于医务人员操作不规范

而带来的感染风险'

)=%=%"加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培训及其规范化

管理"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是导致泌尿道院内感

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必须合理及规范化使用抗

菌药物' 自从抗菌药物在临床广泛使用后!已经出

现了较多的耐药性极强的细菌!临床规范化使用抗

菌药物已经势在必行!对于泌尿道院内感染患者来

说这更需谨慎' 因此医院应积极组织医务人员参加

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相关知识培训!临床医师应主

动邀请临床药师参与会诊!结合药敏实验结果与患

者的实际情况合理地使用抗菌药物!以促进卫生资

源的合理配置且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合理评估尿管放置以尽量缩短置管时间"

导尿管的放置提供了外界病原菌进入机体的机会!

尿管留置时间越长!泌尿道感染的风险越高!因此合

理评估尿管放置时间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应有效

地对导尿管进行目标检测!每日对导尿管进行合理

评估!定期夹闭导尿管!鼓励有排便能力的患者自主

排便以尽量缩短导尿管放置时间' 其次!推广应用

优良的导尿管' 有研究"!&#发现硅胶导尿管较乳胶

导尿管更能减少泌尿道感染的发生' 因为前者表面

光滑(内径较粗(对尿道损伤小(堵塞几率低!所以应

推广硅胶导尿管的使用以降低尿管相关性泌尿道感

染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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