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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感染的预防、诊断与治疗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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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压疮合并感染是医院感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回顾文献和最新指南，总结压疮的分类、压疮感

染风险评估、压疮感染的临床表现与诊断治疗，为临床压疮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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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性损伤（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ｊｕｒｙ），既往称压疮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ｌｃｅｒｓ），影响着全世界数百万患者。随着

人口老龄化和合并症的增加，压疮意味着越来越大

的挑战和社会经济负担［１２］。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

关文献和指南的回顾，系统性阐述压疮的分类、压疮

感染危险因素评估、压疮感染的病原体、临床表现与

诊断治疗，为临床压疮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

１　压疮的定义及分类

压疮是指皮肤或皮下组织由于压力或联合有剪

切力和（或）摩擦力作用而发生的局限性损伤，严重

时损伤可达肌肉、筋膜甚至骨骼，通常位于骨隆突

处，但也可能与医疗器械或其他物体有关［１］。压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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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国家的患病率为７％～２３％，在美国患病率为

９％～２９％，而加拿大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研究报告
［３］

称，患病率为５％～３０％。术后患者压疮最常见的

部位是颅骨枕部、肩胛骨、肘部，尤其是骶骨区和足

跟，成年人最常见的位置在骶骨和髋关节区域的骨

隆突处，新生儿和儿科患者最常见于枕部［４］。

按照国际美国压疮专家组／欧洲压疮咨询专家

组（ＮＰＵＡＰ／ＥＰＵＡＰ）压力性损伤分级系统
［１，４］，压

疮可分为以下６期。Ⅰ期压力性损伤：皮肤完整，不

变白的红斑；Ⅱ期压力性损伤：部分皮层缺失，伴有

真皮层暴露；Ⅲ期压力性损伤：全层皮肤缺失；Ⅳ期

压力性损伤：全层皮肤和组织缺失；不可分期压力性

损伤：被覆盖的全层皮肤和组织缺失；深部组织压力

性损伤：持续不变白的深红色、栗色或紫色改变。

２　压疮感染的风险评估

２．１　压疮发生的危险人群　压疮发生的危险人群

包括：（１）移动受限、活动受限、承受摩擦力和剪切力

大的患者。（２）既往压疮史或压力点疼痛的患者。

当组织受到压迫、体重不均匀分布及组织灌注不良

时，发生压疮的风险增加。（３）糖尿病患者。糖尿病

的证据强度和推荐强度均为最高等级。（４）特殊人

群。转运途中的患者、重症患者、脊髓损伤患者、姑

息治疗患者、肥胖患者、新生儿和儿童、手术室患者，

以及社区、老年护理和康复机构的患者等。其中运

动能力降低被认为是压疮发生风险增加最重要的因

素。压疮感染的特征是皮肤或原发性软组织的局部

缺损或凹陷，病原体侵犯伤口附近的活组织，甚至播

散至全身。因此压疮感染与患者高死亡风险相关，感

染并发症及其造成的负面结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２．２　压疮感染发生的风险评估　目前认为，压疮患

者感染风险的增加取决于生理条件、环境因素，以及

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压疮感染相关的危险因素

包括：（１）皮肤完整性破坏。（２）皮肤生理改变，如皮

下组织萎缩，以及弹性、阻力和湿度下降。（３）表皮微

生物组成改变。（４）护肤措施，即个人卫生。（５）皮肤

水分流失、皮肤含水量和皮肤ｐＨ值的改变。（６）患

者基础疾病，如糖尿病、肥胖、心血管、肺、肾、肌肉骨

骼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７）患者营养状况，包括营养

不良、贫血和低白蛋白血症。（８）患者生活习惯，如饮

酒等［３］。Ⅳ期压疮患者由于全层皮肤和组织的缺损，

更容易发生压疮感染。２０２０年我国一项关于Ⅳ期压

疮合并感染的相关因素和病原学的回顾性研究［５］，

对９０例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合并感染组患

者年龄更大，卧床时间更长，合并营养不良、糖尿病、

外伤的比例更高。而年龄＞６０岁，卧床＞１５ｄ以及

营养不良均被认为是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对

于高风险患者，临床工作者可以采用组织活检或半

定量拭子技术和显微镜来明确微生物的存在。

３　压疮感染的临床表现及诊断

一项多中心研究［６］，纳入来自全球９０个国家

１１７个ＩＣＵ中心１３２５４例患者，其中压力性损伤患

者６７４７例，压力性损伤患者中３９９７例是在ＩＣＵ

住院期间获得，总患病率为２６．６％。另有研究
［３］发

现，压力性损伤在成年ＩＣＵ患者中十分常见，随着

压力损伤严重程度的增加，死亡风险也逐渐增加。

因此，压疮分期以及尽早诊断是否合并感染对ＩＣＵ

住院患者的治疗十分重要。

对于压疮感染的诊断应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和实

验室检查（伤口组织病原学检查和血生化检查）综合

评估，综合两部国际指南 ＮＰＩＡＰ指南（２０１９年版）

和ＲＮＡＯ指南（第三版），局部炎症表现和全身症状

归纳见表１。

表１　不同严重程度压疮感染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感染状态 临床症状和体征

局部感染 愈合延迟 创面进展 出现恶臭 　　 － 　 － 　－ 　－ 　　－

感染扩散 愈合延迟 红肿扩散 伤口分离断裂 出现硬结 骨擦音 波动感 淋巴管炎 精神状态改变１

生物膜２ 愈合不能 愈合延迟 渗出增加 肉芽组织增生 组织发红 慢性炎症 继发感染 　　－

　　注：１表示尤其是老年患者；２表示规范抗菌药物治疗后出现以下症状可疑生物膜出现。

４　压疮感染治疗的原则和方法

治疗原则为局部结合全身的治疗方式。局部不

推荐使用含有抗菌药物的软膏，可以使用碘钙聚体、

磺胺嘧啶银、含银水纤维和含银聚氨酯泡沫等新型

材料。目前缺乏全身使用抗菌药物治疗压疮感染效

果的报道，然而，鉴于控制伤口感染至关重要，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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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感染有导致脓毒血症危及生命的可能，因此当

出现以下情况建议全身使用抗菌药物：局部或全身

炎症迹象出现或加重、细菌培养阳性、炎症指标异

常、压疮引起的浅部组织感染、压疮引起的远处组织

感染、骨髓炎、败血症和脓毒血症等。

多项关于压疮病原菌的研究发现，金黄色葡萄

球菌、奇异变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粪肠球菌等是

与压疮感染最相关的微生物，革兰阴性菌以大肠埃

希菌最多见，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多见，

可有真菌感染［７９］。另外，病原菌的分布与压疮损伤

严重程度以及部位相关。Ⅳ期压疮患者以革兰阳性

菌最为多见，占比５３％
［５，１０］。不同身体部位的压疮合

并感染菌的种类也有不同，具体需送检细菌培养［３］。

针对全身应用抗菌药物的选择，对有感染体征

的患者经验性用药，待细菌培养结果和药敏结果出

来后选择敏感抗菌药物。一项回顾性研究［１１］纳入

某三甲医院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老年压疮

创面感染患者２５８例，发现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６６

例，占２５．５８％。多项关于压疮创面深部分泌物、深

部化脓组织标本、血和（或）气管分泌物以及尿送检

培养和药敏试验研究［７１０］结果提示，对革兰阴性菌

抗菌活性较强的药物有亚胺培南、阿米卡星，而对革

兰阳性菌抗菌活性较强的药物有替考拉宁、左氧氟

沙星、莫西沙星、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

压疮感染重在预防和监测，入院患者做好评估，

定期进行皮肤的评估和护理，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避

免摩擦，使用适当尺寸的医疗器械，每４ｈ评估器械

周围的皮肤和组织，定期更换设备并适时评估设备

是否必要。定期变换体位，检查骨突位置，悬置足

跟，对风险皮肤进行敷料涂抹预防。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ｅｒｖｉｓＪＳ，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ＴＪ．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ｌｃｅｒｓ：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ｅｐｉ

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ＡｍＡｃａｄＤｅｒ

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９，８１（４）：８８１－８９０．

［２］　ＰａｄｕｌａＷＶ，ＤｅｌａｒｍｅｎｔｅＢＡ．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ｓｔ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

ｑｕｉｒｅ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ＩｎｔＷｏｕｎｄＪ，

２０１９，１６（３）：６３４－６４０．

［３］　ＧｏｍｅｓＦ，ＦｕｒｔａｄｏＧＥ，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ｋｉｎ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ｍ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ｌｃｅｒ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Ｊ］．Ｅｕｒ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２２，５２（１）：

ｅ１３６８８．

［４］　ＨａｉｓｌｅｙＭ，ＳｒｅｎｓｅｎＪＡ，ＳｏｌｌｉｅＭ．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

ｊｕｒｉｅ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ｈａｖ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ｒｙｕｎｄ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ＢｒＪＳｕｒｇ，

２０２０，１０７（４）：３３８－３４７．

［５］　符秀梅，钟书辉，薛根山，等．Ⅳ期压疮感染患者的临床特

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

版），２０２０，１７（２）：８５－８９．

ＦｕＸＭ，ＺｈｏｎｇＳＨ，ＸｕｅＧＳ，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ｓ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ｌ

ｃ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０，１７（２）：８５－８９．

［６］　ＬａｂｅａｕＳＯ，ＡｆｏｎｓｏＥ，Ｂｅｎｂｅｎｉｓｈｔｙ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ｉｎ

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ＤｅｃｕｂＩＣＵｓ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２１，４７（２）：１６０－１６９．

［７］　龚晓梅，张洪柱，田耿家，等．压疮创面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

分析［Ｊ］．中国卫生检验杂志，２０１９，２９（４）：４１３－４１６．

ＧｏｎｇＸＭ，ＺｈａｎｇＨＺ，Ｔｉ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ｌｃｅｒｗｏｕｎｄ［Ｊ］．Ｃｈｉ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９（４）：

４１３－４１６．

［８］　王美玲，陈斌，祁兆萍，等．高原压疮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分布

［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９（２）：２３３－２３５，２５３．

ＷａｎｇＭＬ，ＣｈｅｎＢ，ＱｉＺＰ，ｅ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ｒｅ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９（２）：２３３－２３５，２５３．

［９］　詹志芳，陈永罛．３１例重度压疮合并脓毒症患者病原菌分布特

点及治疗体会［Ｊ］．中国烧伤创疡杂志，２０２０，３２（４）：２４８－２５０．

ＺｈａｎＺＦ，ＣｈｅｎＹ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３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ｌｃｅｒａｎｄｓｅｐｓｉｓ［Ｊ］．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ｒｎｓ

Ｗｏｕｎｄ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ｌｃｅｒｓ，２０２０，３２（４）：２４８－２５０．

［１０］王楠，谭俊青，潘慧娟．Ⅳ期压疮感染临床特征、病原菌分布及

耐药性研究［Ｊ］．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２０，３０（２３）：３２－３４．

ＷａｎｇＮ，ＴａｎＪＱ，ＰａｎＨ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ｓ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ｌｃｅｒｃｏｍｐｌｉ

ｃ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０，３０（２３）：３２－３４．

［１１］张萍，谢朝云，杨忠玲．老年压疮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影响因

素［Ｊ］．中国消毒学杂志，２０２２，３９（１２）：９３７－９４０．

ＺｈａｎｇＰ，ＸｉｅＣＹ，ＹａｎｇＺＬ．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

ｔ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ｌｃｅｒｗｏｕｎｄ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３９（１２）：９３７－９４０．

（本文编辑：左双燕）

本文引用格式：谢婵，陈希瑶．压疮感染的预防、诊断与治疗要点

［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２２（１１）：１２７９－１２８１．ＤＯＩ：１０．

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３４６１３．

犆犻狋犲狋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犪狊：ＸＩＥＣｈａｎ，ＣＨＥＮＸｉｙａｏ．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ｌｃ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Ｊ］．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３，２２（１１）：１２７９－１２８１．ＤＯＩ：

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３４６１３．

·１８２１·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１１月第２２卷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１Ｎｏｖ２０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