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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关节置换术后不同拔管时间负压引流管尖端细菌培养的结果进行临床分析。方法　前瞻性选择行单侧关节
置换８４例，其中单侧膝关节置换４０例，单侧髋关节置换４４例。每位患者手术结束时均于切口筋膜层之下放入一根负压引流
管，随后立即拔除，引流管尖端约３ｃｍ送细菌培养，此设为对照组。再根据术后拔管时间不同分为两个实验组：２４ｈ组４２例，
术后２４ｈ拔除；４８ｈ组４２例，术后４８ｈ拔除。引流管尖端约３ｃｍ送细菌培养。所有患者术后随访３个月，观察有无发生关节
感染。对细菌培养结果及随访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对照组引流管尖端无细菌生长。实验组中２４ｈ组拔除的引流管中有６
例（７．１４％）细菌培养阳性，其中皮氏罗尔斯顿菌５例（５．９５％），大肠埃希菌１例（１．１９％）；４８ｈ组拔除的引流管中有２例
（２．３８％）培养阳性，其中皮氏罗尔斯顿菌１例（１．１９％），弗劳地枸橼酸杆菌１例（１．１９％），２４ｈ组与４８ｈ组细菌培养阳性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根据关节置换类型分析，髋关节置换术后拔除的引流管中有５例（５．９５％）培养阳性，膝
关节置换术后拔除的引流管中有３例（３．５７％）培养阳性，两者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所有患者随访３个
月，均未出现关节感染症状，包括培养阳性的患者。结论　关节置换术后引流管尖端细菌培养结果用来诊断关节感染价值不
大，在应用预防性抗生素的情况下，术后４８ｈ内拔管都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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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关节置换术是临床上治疗晚期骨关节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髋、膝关节终末

病变的有效方法。在国内，关节置换手术中放置负

压引流管是很普遍的做法，目的是减少切口血肿［１］

和深部感染的风险［２３］，但放置引流的同时也可以

引起细菌的逆行侵犯［４］。众所周知，关节置换术后

发生假体周围感染是灾难性的并发症，治疗起来复

发率高、价格昂贵，给患者造成身体上和精神上的

巨大痛苦。因此任何能够增加细菌侵袭风险的临

床操作都应该受到足够重视。本研究对关节置换

术后引流管尖端细菌培养结果及患者随访结果进

行分析，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获得安徽医科大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并与患者或其近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收集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关节与骨肿瘤外科完成初次单侧关节

置换手术的患者８４例，其中单侧膝关节置换４０例，
单侧髋关节置换４４例，患者平均年龄６４．７岁（范
围３６～８４岁），无免疫缺陷性疾病，无二代头孢过
敏，术后随访３个月。
１．２　手术方式　全麻下按标准临床手术路径行关
节置换术，所有手术均由关节与骨肿瘤外科高年资

主任医师完成。术前３０ｍｉｎ静脉滴注二代头孢（头
孢孟多酯钠粉针 ２．０克／支；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司），术区先用乙醇脱脂，后用聚维酮碘溶液消毒，

术野粘贴无菌碘膜。切皮时静滴氨甲环酸（长春天

诚药业有限公司）减少手术出血［５］。缝合切口前先

用稀释聚维酮碘溶液浸泡手术区域，后再用大量生

理盐水反复冲洗，将负压引流管埋入切口筋膜层之

下，并用丝线将引流管固定于皮肤，尾端接无菌负

压吸引装置。

术后患者抗生素预防性使用３ｄ。
１．３　标本收集与培养　在无菌操作下拔除负压引
流管。对照组手术结束时将负压引流管塞进切口

筋膜层以下后，立即拔出，导管尖端约３ｃｍ用无菌
剪刀剪下后放入无菌培养瓶中。再根据术后拔管

时间不同分为两组：２４ｈ组４２例，术后２４ｈ拔除；
４８ｈ组４２例，术后４８ｈ拔除。２４ｈ组和４８ｈ组均
为实验组拔管时先用聚维酮碘棉球进行引流口周

围皮肤消毒，再用无菌刀片割断固定引流管的缝

线，接着拔出引流管并使用无菌剪刀从远端剪下约

３ｃｍ导管放入无菌培养瓶中。之后，引流管尖端被
送到本院的的微生物实验室进行细菌培养。培养方

法如下：所有送检的引流管尖端被置于普通培养基

和选择性培养基中。然后，将它们置于二氧化碳培

养箱中在３７℃下孵育４８ｈ，通过标准实验室技术
分离和鉴定微生物。

术后观察并记录有关感染的生命体征、实验室

指标及症状，例如高热、白细胞值及膝关节红肿热

痛等，另外定期复查Ｘ线并观察有无关节周围透亮
带、骨溶解等征象，综合评估术后是否存在感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观测资料主要为计数数据，以例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对照组８４例引流管尖端培养均为阴性，实验

组共有８例（９．５２％）引流管尖端培养阳性，两者阳
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根据拔管时间分析，２４ｈ组拔除的引流管中有
６例（７．１４％）培养阳性，其中皮氏罗尔斯顿菌５例
（５９５％），大肠埃希菌１例（１．１９％）；４８ｈ组拔除
的引流管中有２例（２．３８％）培养阳性，其中皮氏罗
尔斯顿菌１例（１．１９％），弗劳地枸橼酸杆菌 １例
（１．１９％）。两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根据关节置换类型来看，髋关节置换术后拔除的

引流管中有５例（５．９５％）培养阳性，膝关节置换术后
拔除的引流管中有３例（３５７％）培养阳性，两者阳性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对照组与实验组负压引流管尖端
细菌培养结果的比较（ｎ＝８４）

组别 培养阳性／例 培养阴性／例 阳性率／％

对照组 ０ ８４ ０．００

实验组 ８ ７６ ９．５２ａ

　　注：两组比较，ａχ２＝６．４３１，Ｐ＝０．０１１

表２　２４ｈ组和４８ｈ组负压引流管尖端
细菌培养结果的比较

类别 例数 培养阳性／例 培养阴性／例 阳性率／％

２４ｈ组 ４２ ６ ３６ ７．１４

４８ｈ组 ４２ ２ ４０ ２．３８ａ

　　注：两组比较，ａχ２＝１．２４３，Ｐ＝０．２６５

表３　不同关节置换类型负压引流管尖端
细菌培养结果的比较

类别 例数 培养阳性／例 培养阴性／例 阳性率／％

膝关节置换组 ４０ ３ ３７ ３．５７

髋关节置换组 ４４ ５ ３９ ５．９５ａ

　　注：两组比较，ａχ２＝０．０５３，Ｐ＝０．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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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后随访３个月，所有患者（包括培养阳性患
者）均未发展为切口或膝关节深部感染。共有６例
患者（包括培养阳性的患者２例）术后出现高热１～
３ｄ，予以对症处理后均下降至正常，没有其他证据
证明患者发生了感染；术后所有患者白细胞值都未

发现明显增高的迹象，也没有发现明显红肿热痛的

关节感染症状，术后１个月和３个月门诊随访时拍
摄的Ｘ线也未发现假体周围有明显的骨溶解征象。
３　讨论
　　本研究中有６例引流管尖端的培养结果为皮
氏罗尔斯顿菌，值得注意的是，该细菌是成批出现

的，即有两批不同时间送去细菌培养的样本均出现

该菌污染，而且不同样本的病人并非都处于一间病

房。该细菌属于革兰阴性需氧菌，存在于水、土壤

和植物表面（包括水果和蔬菜），甚至可以在人的呼

吸道中无症状定植［６７］，适合在低营养条件下生存

（如可以抵抗弱消毒剂和生存在医院供水中）［８］，曾

被认为不会引起严重感染，但现在已被证明可以在

医院环境中引起免疫力较低群体的感染，如合并基

础疾病的高龄患者，有时会很严重，如引起脑膜炎、

败血症、骨髓炎和化脓性关节炎［９１１］等。发现体内

留置物中存在该细菌必须强制性移除［１２］。该细菌

成批的被培养出来，并且阳性样本的患者并非都处

于同一间病房，说明该细菌普遍存在于病房内，是

值得医务人员关注的条件致病菌。

有１例引流管尖端培养出大肠埃希菌，１例培
养出弗劳地枸橼酸杆菌，两种细菌均属于人体肠道

的正常寄居菌，也都属于机会性致病菌。大肠埃希

菌为医院感染最重要的致病菌之一，当人体免疫力

低下、大量应用抗菌药物、创伤性医疗操作或改变

寄生部位时，可引起人体各部位感染［１３］。这两种细

菌侵犯引流管可能与许多骨科手术后患者只能在

病房排便有关。

对照组的培养结果均为阴性，说明了负压引流

管在手术结束时是没有细菌的，２４ｈ拔管组和４８ｈ
拔管组培养出的细菌都不是术中出现的，也不是负

压引流管本身具有的。膝关节置换患者和髋关节

置换患者的引流管尖端细菌培养阳性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可以排除关节置换类型不同对

２４ｈ组和４８ｈ组之间比较分析的影响。２４ｈ组拔
除的引流管中有６例培养阳性，而４８ｈ组拔除的引
流管中有２例培养阳性，两组之间细菌培养阳性率
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方面说明了关节置换

手术放置的负压引流管在２４ｈ内就可能被细菌污
染；另一方面４８ｈ拔除的引流管培养阳性的概率并

没有增加，说明了２４ｈ拔出的负压引流管和４８ｈ
拔除的负压引流管之间的细菌逆行侵袭风险无明

显差异。

先前的学者认为负压引流管应该２４ｈ内拔除，
超过２４ｈ会使细菌逆行侵犯的概率增加［４，１４］。本

研究与他们的结论有所不同，笔者并没有发现引流

管留置４８ｈ会导致被细菌污染的概率增加，这可能
和医院流行的细菌改变有关，以前的研究培养阳性

的细菌多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本研究培养阳性的细菌为皮氏罗尔斯顿菌和肠

道细菌，尤其是皮氏罗尔斯顿菌出现较多，有可能

该细菌对抗生素较敏感，术后４８ｈ拔除的引流管细
菌培养阳性率没有增加（本研究中反而减少）是因

为该细菌在体内已经被二代头孢杀死。

有文献［１５］指出，引流管尖端培养的结果预测关

节置换术后感染的价值非常有限，本研究正好也验

证了这一点，虽然许多引流管受到了细菌污染，但

发展为感染的病例尚未发现，单独的引流管尖端培

养结果用来预测关节置换术后感染是不准确的，必

须要综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以及影像学

资料，如切口周围皮肤红肿，皮温升高，关节疼痛，

关节穿刺液培养出细菌，关节穿刺液常规提示大量

白细胞，血沉、Ｃ反应蛋白等炎性指标增高，Ｘ线、
ＭＲＩ影像学检查发现感染迹象［１６］等。

目前，关节置换手术是否需要放置负压引流管

还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放置负压引流管没有必

要，会增加术后血红蛋白的丢失，并且两者短期和

长期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７２１］，但是

他们的研究也没有证明放置负压引流管可以增加

关节感染的风险。本研究中所有患者随访３个月
均未发生关节感染，说明在应用抗生素以及患者自

身免疫正常的情况下，引流管出现细菌似乎并不是

可怕的现象，这并不能成为关节置换术后不可以放

置引流管的依据。

在预防关节感染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放不放置

引流管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果手术时间延

长，术中出血较多、止血不够彻底，放置引流管可以

减少术后发生血肿以及深部感染的机率，是有必要

的做法。如果手术时间较短，术中出血少，手术室

空气中的细菌控制满意［２２］，不放置引流似乎也是一

种选择。在拔管时间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在应用预

防性抗生素的情况下，如果切口引流量较多，术后

４８ｈ内拔管都是安全的；如果切口引流量较少，当
然越早拔管越好。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因为研究时间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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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收集的样本量偏少。如需得到更精确的研究结

论可能需要进一步增加收集的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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