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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术后发热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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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介入术后发热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某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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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接受介入术检

查和治疗的
%+!

例患者病历资料进行发热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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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中%介入术后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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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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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I

$确定为医院感染%医院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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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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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

和灌注栓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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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应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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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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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热率显著高于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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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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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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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介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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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

种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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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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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两两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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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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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高龄'恶性肿瘤'植入和灌注栓塞术'抗菌药物应

用种数'住院时间长是介入术后发热的主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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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放射学是在医学影像设备引导下%将特殊

的器械引入人体作诊断和治疗&虽然在我国起步较

晚%但发展很快%现作为诊断和治疗手段已广泛应用

于临床!

%

"

&介入诊疗技术多采用的是穿刺'植入'插

管等侵入性操作方法%属发生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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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医院感染监测中发现介入术后发

热的病例较多%而按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

行$/确定为医院感染的病例并不多见&为了解介入

术后发热的流行病学特点及相关因素%笔者对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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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住院接受介入诊疗术的患者进行了调查分

析%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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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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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住院接受介入术诊断和治

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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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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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

采用回顾性调查分析方法&调查

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原发病'介入诊疗方法'一般情

况'抗菌药物应用等&介入术后体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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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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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发热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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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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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术后发热的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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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术后发热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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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发热是多种疾病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尤其

是感染性疾病最为常见&介入诊疗技术多为侵入

性操作%是发生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应引起我们

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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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热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预防

医院感染%控制发热%可增强疾病诊断和治疗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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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与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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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者介入术后的发热发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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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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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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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患者机体各项功能衰退%抗病能力降低%易患各种疾

病&高龄与发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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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病与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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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患者的发热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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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其他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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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

肿瘤患者由于机体的消耗%各项功能急剧下降%抵抗

力降低%易发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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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方法与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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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和灌注栓塞术患者发

热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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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其他介入方法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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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中的
+

例医院感染病例均为接

受了植入术的患者&体内植入异物可产生排异反

应%加之手术的消毒措施及无菌操作技术不当%易引

起发热&介入术后肿瘤组织的坏死'变性'吸收及栓

塞后综合征都可使患者出现发热&另外%恶性肿瘤

的病损程度'诊疗的方法和结果过程中的多个非感

染因素亦可引起发热%但这些因素和上述各种因素

间存在混杂和交互作用%是介入术后感染率和介入

术后发热率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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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与发热
!

住院时间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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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热

率高%可能与病情'感染等因素有关&

本调查资料表明%高龄'恶性肿瘤'植入和灌注

栓塞术'抗菌药物应用种数'住院时间长是介入术后

发热的主要危险因素&与以往医院感染调查的流行

病学特点及分析的危险因素相吻合&从预防医院感

染入手%加强对老年及重症患者的护理%增强其抵抗

力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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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进行消毒灭菌和

无菌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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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是减少和控制介入

术后发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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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毛刷去除溶解的锈蚀物并进行充分冲洗&除锈剂

的浸泡效果随着使用时间及浸泡器械量和次数而逐

渐降低%故更换除锈剂稀释液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

而定%本院为每周更换
!

次&

*O

除锈剂是通过对氧化物产生反应%以氧化

还原的原理除锈&配制除锈剂时%最好在通风处进

行%操作人员要注意自身保护%戴口罩'护目镜'手

套%避免与液体直接接触%以防损害皮肤与黏膜&一

旦液体接触皮肤%须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
%)#%*

或

用生理盐水多次反复冲洗&配制好的除锈剂应置于

加盖的容器内%避免挥发致浓度降低&

*O

除锈剂可用于各类医疗器械的除锈%是

保证清洗质量的有效措施&只要能正确使用并

注意自身防护%除锈剂可使医疗器械清洗质量取

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同时又节省人力'物力%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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