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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面向(Hb, Alb, Ca/P, fluid, HbA1C, Kt/V, CTR, BP………)

• 團隊合作(醫師、護理師、營養師、病人)

• 減少合併症

• 降低住院率

• 提升存活率(降低死亡率)





2022台灣腎病年報



• 住院原因、死亡原因：感染

         (僅次於心血管疾病)

• 高風險因素

         經常藉由血管通路進行透析 

         免疫力差

         頻繁住院

         營養不足

         透析不足………….



• 透析管路感染

    呼吸道感染

    中樞神經系統感染

    腸胃道感染

    泌尿系統感染

    皮膚、骨頭感染

2014 - 2019 

Surveillance Summary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Outpatient Hemodialysis



血管通路
(Vascular access)

 血液透析病人的第二生命 

(lifeline for lifetime)

 動靜脈廔管 

         自體(AVF, arterial-venous fistula)

人工(AVG, arterial-venous graft)

中心靜脈導管

Double-lumen catheter (non-tunneled)

Permanent catheter (tunneled)



• 局部感染  (v.s發炎)

紅、腫、熱、痛

        分泌物 (組織液、膿液)

• 血行性感染 (bloodstream infection)



瘻管感染
(shunt infection)



導管出口感染
(exit site infection)



皮下通道感染
(Tunnel infection)



Bloodstream infection
• 血行性感染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

• ≈ bacteremia/septicemia/sepsis (菌)敗血症

• 腎友住院、併發症、死亡的重要因素

      10 ~ 35% of all-cause mortality Scientifc Reports | (2022) 12:18003 

• 併發症：

         infective endocarditis 感染性心內膜炎

         vertebral osteomyelitis 脊椎骨髓炎

         septic arthritis 感染性關節炎



Bloodstream infection

• 危險因子：

         長期使用中央靜脈導管

         靜脈導管感染病史

         糖尿病

         免疫力下降

         白蛋白低

         近期手術

CJASN 15: 132–151, 2020; 

Scientifc Reports | (2022) 12:18003 

Up to date



Bloodstream infection

• 透析管路，尤其是導管(皮膚常在菌)

• 中央靜脈導管：v.s AVF/AVG

        發生率: 8~10 倍

        住院率/死亡率：2~3 倍

• Non-tunnel (v.s Tunnel): 2~3 倍

CJASN 15: 132–151, 2020











• In 2019

Staphylococcus aureus (33%) 金黃色葡萄球菌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 species (21.3%)  

Enterococcus faecalis (5.2%) 

Escherichia coli (5.1%)

Klebsiella species (4.2%)

Enterobacter cloacae (3.3%)

• In 2020  MMWR / February 10, 2023 / Vol. 72 / No. 6

       > 14,000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dialysis patients 

       > 1/3 staph





• Preventable 可預防的 (預防措施的廣泛推廣使用)

• 慢性腎病變 (CKD)：預防發生、延緩惡化

• 提升低風險透析通路的使用比率(減少導管使用)

• 將有效預防措施全面性推廣到透析治療單位





• Surveillance and feedback using NHSN

        定期統計、回報每月感染(BSI)人數

• Hand hygiene observations

        每個月監測工作人員手部清潔

• Catheter/vascular access care observations

        每季監測透析管路照護技巧

        包括：管路評估(感染與否)、

無菌技術(上下針、換藥)



• Staff education and competency

      人員感染管控教育訓練

      每6~12個月進行導管評估、照護技巧的能力評估

• Patient education/engagement

      病人衛教、參與

      管路照護、感染徵兆、手部清潔、

      使用導管的風險、管路的突發狀況處置

• Catheter reduction

       透過衛教、找出原因，降低導管使用



• Chlorhexidine for skin antisepsis

      優先使用chlorhexidine作為導管周圍皮膚消毒

      酒精或優碘(含酒精佳)作為替代選擇

• Catheter hub disinfection

       確實消毒導管注射帽 (透析治療前後)

• Antimicrobial ointment

        導管出口換藥時，使用優碘藥膏或抗生素藥膏
(bacitracin/gramicidin/polymyxin B ointment )

        選擇藥膏，要先確定不會破壞導管材質



• 落實管路照護 (無菌操作)

• 確實手部清潔

• 病人衛教參與

• 定期教育訓練



動靜脈瘻管日常照護



導管日常照護









• 台灣CDC













CJASN 15: 132–151, 2020; 



Take home message

• 減少導管使用

• 落實手部清潔

• 落實無菌操作

• 定期教育訓練

• 積極病人衛教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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