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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导尿是解决排尿困难的主要手段。导尿管放置后伴随 

性尿路感染(uTIC)是一种常见的院内感染，目前临床上尚无有 

效的预防和控制方法。在医院尿路感染中与导管有关的菌尿症 

可达37．3％～56．0％。是院内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 。随着 

留置导尿时间的延长，菌尿阳性率逐 日增加。探讨导尿管放置 

后伴随性尿路感染的相关因素及预防对策，已成为众多学者关 

注与研究的问题。王菊延等[ 曾用复方阿米卡星凝胶预防留置 

尿管逆行性感染，因其需要 自行配制，不易于掌握和推广。我们 

拟研究一种能够长效抗菌且使用方便的方法在尿道 口局部喷 

洒，以便能有效的降低 UTIC的发生。 

1 一般资料 

本组 60例，年龄 68岁～79岁，均为我科病区住院的前列 

腺增生病病人，经常规检查后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术前尿培 

养阴性，术后使用同一厂家生产的同种材料的导尿管，按经尿道 

前列腺电切术后护理常规护理。随机分为用药组和对照组，每 

组各 30例，分组设计符合统计学对照、随机、重复三原则。 

2 研究方法 

2．1 用药方法 用药组按常规行尿道 口护理后用洁悠神长效 

抗菌剂(南京神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制)喷洒导尿管与尿道 

口，每日2次，直至导尿管拔除。对照组按常规行尿道口护理， 

每日2次，直至导尿管拔除。 

2．2 观察指标 两组分别于用药后第 3天、第 5天、第 7天在 

严格无菌操作下，行尿培养及尿道口分泌物细菌培养。 

3 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置管期闻细菌培养阳性病例数比较 例(％) 

用药组未发现有痛、痒、过敏等副反应。 

4 讨论 

4．1 尿路感染的发生机制和感染途径 导尿管对人体是异物， 

当插入尿道并长期留置尿道及膀胱内，刺激尿道及膀胱黏膜，破 

坏了正常的生理环境，削弱了尿道及膀胱对细菌的防御作用Ll J。 

细菌通过尿管外尿道周围黏膜鞘侵入并粘附与尿道上皮及导管 

表面．与导管表面的黏膜形成细菌性生物膜及导管包壳(它是由 

细菌、细菌的代谢物、蛋白质组成)并沿黏膜上行引起膀胱内感 

染，导管表面的生物膜性包壳构成了保护细菌的屏障，阻碍了抗 

生素的作用 。 

感染途径主要是导尿管腔外感染和导尿管腔内感染，导尿 

管腔内感染主要是集尿系统逆行感染。导尿管腔外途径感染主 

要环节是尿道 口污染，其易受分泌物、血迹、粪便污染，同时易接 

触到污染的衣裤、被褥，均可污染尿道口和导尿管。本研究中尿 

培养及尿道口分泌物培养检出细菌有肺炎克雷伯菌、酵母样真 

菌、白色念珠菌、大肠埃氏菌等。 

4．2 洁悠神的抗菌原理 洁悠神为新型高分子活性剂(有机硅 

季铵盐)，其水溶性制剂喷洒在导尿管和皮肤表面固化后形成一 

种广谱物理抗菌膜，即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带正电荷的 

网状膜，对带负电荷的细菌、真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具有强力 

吸附作用，致使病原体赖以生存的呼吸酶、代谢酶失去作用而窒 

息死亡，起到持续杀菌或长效抑菌作用。 

喷洒后阳离子活性成分在尿道涂布面广，能渗入黏膜皱襞， 

充分发挥局部抗菌作用。其液状制剂在尿道口或尿道固化后不 

易受分泌物的冲击，可维持时间长；抗菌机制为物理抗菌，不影 

响尿道口的pH值及生理功能，并避免了药物的抗菌性和耐药 

性，无毒副反应。液状制剂在导尿管壁固化后形成长效性抗菌 

网膜，且有超广谱抗菌作用，阻止细菌生物膜形成。喷洒在与尿 

道口接触的衣裤、被褥上可有长效抗菌功效，防止细菌感染尿道 

口，有效地降低了尿路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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