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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重症监护室患者病情复杂和免疫力较低下，非常容易发生院内感染，且院内

感染危险因素较多，例如医务人员未按规定进行无菌操作、监护室管理不到位等，因此，

加强监护室感染防范管理尤为重要。本文综述了重症监护室患者发生院内感染危险因素

及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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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complex condition and low immunity of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nosocomial infection is very likely to occur, and there are many risk factors for nosocomial
infection, such as medical staff not performing aseptic operation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s not in place, 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fection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isk factors and nursing strategies for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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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 ICU）患

者的病情比普通病房患者更为严重，大多数是

经历了大型手术或抵抗能力较弱的患者。此外，

他们中的许多人存在内科疾病的潜在风险或

长期使用抗菌药物的历史，常常伴有免疫功能

低下等特征。因此，在重症监护室住院的患者

发生院内感染的概率明显高于一般科室[1-4]。

有研究表明，通过分析 ICU 患者出现院内感

染的影响因素并及时制定相关防控措施，可降

低院内感染率，故加强预防与控制重症监护室

院内感染十分必要[5]。本文主要对重症监护室

患者发生院内感染危险因素及护理对策进行

了综述。

1 ICU感染原因

1.1 医护人员因素

院内感染发生率与医护人员自身卫生情

况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如果医护人员防范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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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欠缺，在治疗过程中操作不当，且未严格

按规定隔离、消毒，同时不够重视手部卫生，

均有可能增加院内感染的机率。此外，重症监

护室内患者往往病情复杂，通常需要多个科室

共同协作抢救和治疗，因此重症监护室内人员

流动量大，也会使院内感染发生率增加[6]。

1.2 患者因素

重症监护室内患者通常病情严重，免疫力

较低，大部分患者卧床修养时间长，并且无法

自己进行排痰，痰液长期堆积在肺部或气管内

会引起细菌繁殖，增加感染率。部分患者在日

常生活中对不够重视个人卫生也会导致院内

感染。此外，重症监护室内经过侵入性操作治

疗的患者如建立人工气道、中心静脉置管、留

置导尿管等感染率将会显著增高[7]。

1.3 环境和设备因素

重症监护室不合理的设计布局，或室院内

清洁不到位等都极易引发感染。未对重症监护

室内环境进行细菌标准监测，可能会使环境空

气中细菌含量超标，重症监护室内空间密闭，

此外护理人员未对科室内常用仪器、设备、地

面等进行彻底清洁、消毒，这些都会使院内感

染发生率增加[8]。

1.4 滥用抗生素

抗生素可以有效防治感染，是重症监护室

常用药物，但长期使用容易使细菌产生抗药性

和多重耐药，使得患者机体中的正常菌群出现

失衡的情况，增加治疗难度，也使合并感染发

生率增加，且发生二次重感染的概率也会显著

提升[9]。

2 ICU感染护理措施

2.1 加强院内感染知识培训

首先对所有重症监护室内的护理人员进

行院内感染知识培训，使他们增强院内感染预

防意识，并成立院内感染检测监督小组。对于

院内感染的潜在威胁、传播源以及传播途径采

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对于洗手设备以及快速手

部消毒剂需要及时更新，这可以有效防止细菌

传播。医护人员按照七步洗手法进行手部清洁

消毒，在接触患者前后均需要手部消毒。

对重症监护室患者进行人工气道吸痰需

要采用无菌手套以及一次性吸痰管，每周进行

呼吸机管路更换，冷凝水也需及时更换，防止

患者倒吸至呼吸道。需要运用环氧乙烷对呼吸

机器械进行消毒并进行采样细菌检测。定期护

理管道且专人专用以此来减少操作过程中的

细菌传播。在进行吸痰操作时要做到操作规范、

一插到底，避免气管外部痰液代入器官内部，

每次吸痰时间不得超过 15 s。同时严格控制医

疗废物，要及时清理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用品。

护士每天也需要对重症监护室患者进行

口腔护理以减少口腔细菌，防止细菌下移至消

化道或者是呼吸道引发感染。对于住院时间较

长的患者，需要对其口腔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

根据结果对口腔局部用药，预防感染。

2.2 对重症监护室内环境进行严格监控

重症监护室内环境必须要安静以及采光

充分，保证病房内的空气流通，病床之间利用

屏障分离以预防空气污染，并且每天对室内环

境进行有效消毒。护理人员须定时对重症病房

室内进行换气，一天 3次，每次半小时。对于

医疗操作台面以及空气也须定期进行采样检

测，及时发现感染情况。严格限制病房各类人

员进出重症监护室，在进入病房前要更换专用

衣物，无菌操作前要严格洗手。患者离开重症

监护室后要进行彻底消毒，采用消毒剂对其所

有物品进行擦拭消毒。

2.3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护理人员对病患进行护理时，须严格遵医

嘱为其使用广谱抗生素，对患者的引流物及排

泄物的量、颜色、性质、气味等定时进行观察，

及时留取标本和送检实行细菌图片，以及开展

细菌培养、药敏实验等，化验报告出来后还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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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送给主治医生。针对长时间住院且使用抗

生素的患者实行重点护理干预。

2.4 心理护理

由于重症监护患者病情较重且一般住院

时间较长，难免心理会对治疗产生一定程度的

恐惧，从而影响到医疗效果。为此护理人员需

要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保持患者的积极态

度，树立战胜病魔的决心。

3 小结

综上所述，存在许多可引发重症监护室院

内感染的因素，但这些因素都是可预防和避免

的。需进一步加强管理重症监护室的病房环境，

健全院内感染管理制度。侵入性操作须严格按

照无菌操作执行，对重症监护室患者合理的使

用抗生素药物可降低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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