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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悠神在留置尿管病人中应用的护理体会 
四川省人民医院肾内科(610072) 薛蜀岳 

摘要 目的：探讨洁悠神长效抗菌敷料在留置尿管病人治疗中的疗效。方法：对56例留置尿管患者采用距离尿道口15CM处均匀喷洒洁悠神长效抗 

苗敷料，剂量约0．5ml／l％体表面积／次。每日2次，疗程1—2周。对照组采用洗必泰溶液擦洗尿道口，每日2次，疗程1—2周。通过检验分析苗尿率 

的高低，及观察尿道13有无分泌物、红肿、瘙痒。结果：治疗组菌尿率1例(3％)，尿道口无分泌物、红肿、瘙痒；对照组菌尿率l2例(41．6％)，尿道口 

有不同程度的分泌物、红肿、瘙痒。结论：洁悠神长效抗菌敷料具有广普抗菌和隐形隔离病菌功能，对长时间留置尿管引起的尿道口分泌物、红肿、瘙 

痒、尿路感染的发热、尿路刺激症状方面有明显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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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导尿易引起尿道口的感染致菌尿发生。据报 

道，国外住院留置导尿病人，尿道口感染占56．2％，菌 

尿症发生率为44％，国内为26．4％。为了降低感染及 

菌尿发生率，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对如何采取一些针对 

性的预防措施，做了有益的探索。现将我院肾内科在 

2004年5月 ～2006年 1月对使用洁悠神长效抗菌敷 

料的56例留置尿管患者进行了疗效观察，现报告如 

下 ： 

1 I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将56例尿管留置住院病人分为 

两组，治疗组28例，男性 lO例，女性 l8例，年龄 23～ 

48岁；对照组28例，男性9例，女性 l9例，年龄25— 

46岁。两组病例尿管统一用双腔气囊标准医用乳胶 

导尿管，在性别、年龄及病情方面经统计学数字处理无 

显著差异。 

1．2 方法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保持皮肤清洁干燥， 

除有发热，血象高者使用抗生素外，其余均未用抗生 

索)的同时配合使用洁悠神长效抗菌敷料在距离尿道 
口15era处均匀喷洒，剂量约为0．5ml／1％体表面 

次．按压一次计量为0．Iml左右，每日2次，疗程 l～2 

周。对照组在常规疗法的同时加用洗必泰擦洗尿道 

口，每日2次，疗程l一2周。 

2 结果 

2．1 疗效判断标准显效 用无菌试管取尿液 3—5ml 

送检验科细菌室作细菌培养，阳性者作细菌计数和细 

菌种类鉴定。尿液中细菌数目>105／ml列为菌尿，所 

有标本未被污染。用药48小时后。 

2．2 疗效结果 治疗组中，有菌生长 l例，菌尿率为 

3％。对照组28例中有菌生长l2例，其中金黄色葡萄 

球菌5例，大肠埃希氏菌5例，克雷伯氏菌2例，菌尿 

率为41．6％。观察组与对照组菌尿发生率比较，经x 

检验，P<0．01，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2．3 洁悠神长效抗菌敷料使用与否和菌尿发生率的 

关系，见表1。 
沽悠神与菌尿发生率的关系(例) 

组别 例数 无菌 有菌 菌尿率(％) 

治疗组 28 

对照组 28 

27 l 3 

l6 12 41．6 

P<0．01治疗与对照组问比较，经x 检验有非常显著性差异。提 

示没有使用洁悠神长效抗菌敷料的留置尿管病人发生菌尿的机率越 

高。 

3 体会 留置导尿是临床常用的护理技术操作之一， 

保持尿道口清洁与尿路感染的发生率息息相关。因此 

除做好留置尿管常规护理外，消毒尿道口显得尤为重 

要。 

洁悠神长效抗菌材料是一种新型阳离子的高分子 
活性材料，不含抗生素，其抗菌机理为：其中的正电离 

层为阳离子活性剂，在皮肤表面形成正电荷网状膜，吸 

附带负电荷的病原微生物，使其赖以呼吸的酶失去作 

用，从而起到杀菌和抑菌的功能，具有广普作用。其形 

状为无色，具有芳香味的雾状液体，均匀喷洒后固化。 

分子级(隐形)抗菌隔离膜，可使皮肤保持 8h以上抗 

菌功能，对细菌、真菌、病毒等病原体具有杀灭作用，对 

皮肤粘膜无刺激性。本组资料显示洁悠神长效抗菌敷 

料外用在留置尿管病人护理中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 

者无不良反应，使用方便、舒适、安全、可靠、经济。留 

置尿管在临床中经常遇到，我们应在掌握常规护理的 

同时，一定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护 

理措施来减轻病人的痛苦，还要告知病人及家属注意 

会阴部清洁卫生，也是重要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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