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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经外周导入中心静脉置管(0C&&)是危重新生儿长期静脉营养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导管相

关性感染(&>C)是其常见并发症% 本研究对全合一静脉营养液中加入微量肝素持续输注对0C&&相关感染的预防

作用进行观察$探讨减少&>C的有效措施% 方法%<J 例行0C&&置管的患儿分为两组$肝素组(! IQJ)在营养液中

加入肝素 #6V Pc.K$对照组(! IQ#)不加肝素$观察两组 &>C的发生情况% 结果%肝素组发生导管堵塞 " 例

(VU)$对照组 < 例("#U)#肝素组导管内细菌定植 ! 例("U)$对照组 = 例(!<U)#肝素组无一例发生导管相关血

流感染$对照组 V 例(!JU)$两组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O#6#V)% 结论% 静脉营养液中加入小剂量肝素可减少

0C&&堵管$预防&>C的发生%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X& '#X%"

!关%键%词"%经外周导入中心静脉置管#导管相关感染#肝素#全合一静脉营养液#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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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2,(+)A+@0C&&6L'-/T3/+A-+@,'(A3-,3+A/-9,(X-A,T1B]2A,+()X-A,(Y2,-,'-3+5-+@5+]M1+A-'-/23() 211-1 ,+,'-

,+,25)T,3(-),21.(̂,T3-(&L7H) () ,'-/3-X-),(+) +@&>C6A-01.87%g(Y',BM,'3--)-+)2,-A]'+T)1-3]-),0C&&3-9-(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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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周导入中心静脉置管(/-3(/'-3255B()A-3,-1

9-),32592,'-,-3$0C&&)近年来广泛应用于临床$因其

穿刺创伤小*保留时间长$并可避免因多次穿刺或输

高渗液对血管的损害!!"

$已成为危重新生儿特别是

极低出生体重儿长期静脉营养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

0C&&也可能会带来感染和其他的相关并发症$如堵

管*导管移位*血栓形成等$其中导管相关感染

(92,'-,-3M3-52,-1 ()@-9,(+)$&>C)是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如细菌或真菌感染所导致的导管相关性败血症

发生率 V6=U aQVU

!" aV"

$很大程度上影响患儿的

治疗和预后% 因此$减少或避免 0C&&相关感染已

成为目前0C&&临床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肝素是临床上广泛应用于防止血栓形成的一种

抗凝剂!;"

% 研究发现$&>C的发生与导管内血栓形

成有关$应用肝素冲管可以减少 &>C的发生!="

% 然

而$在全合一静脉营养液(,+,25)T,3(-),21.(̂,T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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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H)中加入肝素是否可以减少&>C的发生$目前未

见报道% 为了研究其是否能降低 &>C的发生$本研

究对我院 "##= 年 V 月至 "##< 年 V 月的相关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现报道如下%

$H资料与方法

$6$H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7C&P)行

0C&&治疗的患儿 <J 例$其中在 L7H中加入肝素

#6V Pc.KQJ 例$不加肝素 Q# 例$以不加肝素组为

对照$进行对比分析% 两组病例均未接受其他抗凝

药物治疗% 使用的肝素均为中国江苏常州千红生化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肝素钠注射液.$剂型均

为" .Kc!" V## 单位$批号&DJ"#""#<<% 使用前家

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伦理批准号&医学研究 "##=

年(#"V)号%

$6!H&>C的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依据 "##$ 年美国感染学会*美国危重

医学学会*美国医院流行病学学会共同制定的+血

管内导管相关感染处理指南,

!<"

% 导管细菌定植&

导管头端*皮下导管部分或导管腔培养阳性$有微生

物生长但血培养阴性#导管相关血流感染(&>GEC)&

0C&&置管至少 "Q '或拔管 "Q '内有感染的临床表

现及无明显的其他感染源$外周血标本至少有 ! 次

阳性结果$至少有 ! 次导管尖端培养阳性$且两者分

离出的微生物相同%

$6&H置管与拔管

两组病例全部使用美国 G8公司型号为 !6$ e

的0C&&导管% 置管时首选双上肢贵要静脉$其次

依次选择肘部头静脉*腋静脉等% 置管后穿刺处及

外露导管用 J d公司的无菌透明塑料覆盖$次日常

规更换敷料$以后每周更换敷料 J 次$每 < ' 用

!## Pc.K的肝素钠 ! .K冲管 ! 次$每周更换肝素

帽 ! 次% 拔管原因包括治疗结束*患儿出院*临床怀

疑感染*堵管不能再通等%

$6SH微生物学检查

当临床高度怀疑 &>C时$拔出导管$取导管尖

端约 V 9.作细菌及真菌培养#同时在其他部位抽血

作细菌及真菌培养% 其余病例均在治疗结束拔管时

常规取导管尖端作细菌及真菌培养%

$I%HKY>的配制

L07的配制均参照 "##; 年中华医学会肠外肠

内营养学分会儿科协作组$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

新生儿学组及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新生儿学

组共同制定的+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

南,

!$"

% 肝素组在营养液中加入 #6V Pc.K的肝素

钠$对照组不加肝素$加入等量的生理盐水%

$6(H其他观察指标

两组定期检查凝血酶原时间(0L)*活化部分凝

血活酶时间(H0LL)% 同时密切观察两组临床有无

出血症状&如置管前后颅内出血的变化情况(每周 !

次头颅G超检查)*消化道出血及其他部位的出血

情况等%

$6TH统计学分析

采用 E0EE统计学分析软件% 计数资料采用卡

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检验$"O#6#V 为差异有显

著性%

!H结果

!6$H两组病人的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病人在例数*性别*孕周*出生体重等方面

统计学分析差异无显著性% 另外$两组开始置管的

日龄差异也无显著性(;6# 1 XA=6# 1$@I$6<;$"I

#6J"=)% 对照组和肝素组平均置管时间分别为

"#6J 1 和 "#6; 1$差异无显著性%

!I!HCBQ发生情况

肝素组发生过导管堵塞 " 例(VU)$对照组 <

例("#U)$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O#6#V)% 两

组中堵管的病例经肝素或尿激酶冲管后均得以再通

继续使用% 肝素组无 ! 例发生 &>GEC$而对照组 Q#

例中有 V 例发生(!JU)$分别为假丝酵母菌 Q 例$

金黄色葡萄球菌 ! 例$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O#6#V)% 肝素组发生导管内细菌定植 ! 例

("U)$为表皮葡萄球菌$对照组有 = 例(!<U)$分

别为白色念珠菌 ! 例$假丝酵母菌 Q 例$金黄色葡萄

球菌 ! 例$肺炎克雷伯菌 ! 例$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O#6#V)% 见表 !%

%表 $H肝素组和对照组发生EQCC并发症的比较 例(U)

组别 例数 导管堵塞
导管尖端

细菌定植
&>GEC

对照组 Q# <("#) =(!<) V(!J)

肝素组 QJ "(V) !(") #

!

" 值 Q6;#= V6Q=$ V6="#

"值 #6#QQ #6#"; #6#"J

!6&H凝血功能及出血情况

两组在置管后第 "*=*!Q 和 "! 天中监测 0L和

H0LL% 肝素组有 ! 例在第 " 天出现H0LL较正常值

'Q<$'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 *&+),-./ 0-1(2,3

4+56!! 7+6!"

8-96"##$

延长$= 1时出现0L和H0LL延长的有 J 例$!Q 1时

有 Q 例$"! 1 时有 J 例% 对照组 = 1 时出现 0L和

H0LL延长的有 " 例$!Q 1时有 " 例$"! 1时有 " 例$

两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 头颅 G超监测中颅内出

血加重的在对照组有 " 例$肝素组 J 例$两组相比差

异无显著性% 对照组与肝素组各 J 例出现消化道出

血$对照组有 !例出现肺出血$肝素组无肺出血病例%

&H讨论

上世纪 <# 年代以来$0C&&技术率先在美国开

展$我国亦早在 !$$; 年将0C&&应用于危重新生儿%

因其操作简单*耐高渗*可在体内保留较长时间等优

点$为早产儿特别是极低出生体重儿和一些肠道术

后的新生儿提供了一条从外周静脉营养到肠道内营

养过渡的安全通道% 因此在临床得以日益广泛应

用% 但0C&&相关感染特别是 &>GEC一直是其严重

并发症之一$将导致住院时间延长或影响病人预后$

发生率 V6=U aQVU

!J a;"

%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

0C&&营养液中加入 #6V Pc.K的肝素可明显降低堵

管的发生$并且导管内细菌定植及 &>GEC的发生率

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在7C&P病房$新生儿常用的0C&&管道内径一

般为 !6$ e$即 #6J ..$管腔细$再加上L7H中一般

配有脂肪乳$在使用的过程中极易沉积在导管中$引

起堵管% 而一旦发生堵管$导管原有的光滑性便会

遭到损坏$导致细菌易停留与繁殖% 而 L7H又是细

菌生长良好的培养基% 因此$如何在应用 L7H的过

程中保持导管的通畅是防止&>C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研究中$引起 &>C的病原菌均为条件致病

菌% 在对照组 V 例&>GEC中$Q 例为真菌感染$且均

为假丝酵母菌% 其原因除了与广谱抗生素的应用及

患儿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有关以外$与假丝酵母菌的

生物学特性也有很大关系% 该菌具有很强的黏附能

力$极易定植在0C&&导管表面$通过导管输入的高

营养液又促进其生长% 同时它还能在导管表面形成

生物膜$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及抗真菌药物的作

用!!#"

$因此$一旦发现假丝酵母菌血症就应拔管$才

能有效控制感染%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 L7H中加入 #6V Pc.K的

肝素$与对照组相比$可以有效减少堵管的发生$降

低&>C发生率$同时并不增加出血倾向% 本研究结

果与N2352)1等!!!"所报道的结果不同% 他们的研究

发现在肝素化的液体中加入万古霉素才能有效降低

&>C% 不同的结果可能源于实验的设计% N2352)1

等!!!"着重于研究万古霉素$而本研究旨在探讨肝素

在降低&>C发生中的作用% 本研究中$肝素组 " 例

发生导管堵塞$! 例发生导管尖端细菌定植$无 ! 例

发生&>GEC$肝素组0C&&并发症的发生显著低于对

照组% 同时$两组的 0L和 H0LL时间$及临床出血

的表现差异均无显著性% 提示 L7H中加入小剂量

肝素不会导致严重出血% 以上结果表明$在 L7H中

加入 #6V Pc.K的肝素是减少 0C&&堵管$预防 &>C

发生的安全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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