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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感染性心内膜炎病人的护理

第三章 循环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主讲人：XXX



病人，男性，58岁，心脏杂音病史20余年，因发热2周入院。查体：眼

睑膜见淤点，心尖部闻及双期杂音。超声心动图检查示二尖瓣增厚、

回声增强，二尖瓣狭窄并关闭不全，二尖瓣叶可见赘生物。化验类风

湿因子（+），血培养两次草绿色链球菌（+）。

临床诊断：感染性心内膜炎

导入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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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病人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诊断依据是什么?

2. 该病人的主要护理诊断/ 问题有哪些? 

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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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1. 掌握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护理诊断、 护理措施。

2. 熟悉感染性心内膜炎的病因、 临床表现、 并发症。

3. 了解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发病机制。

能力目标: 

能为感染性心内膜炎病人正确采集标本, 实施健康教育。

素质目标: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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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感染性心内膜炎病人的病因、临床表现、并发症。

难点
感染性心内膜炎病人的护理诊断、护理措施。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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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心内膜炎（IE），为心脏内膜表面的微生物感染，伴
赘生物形成。赘生物为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血小板和纤维素
团块，内含大量微生物和少量炎症细胞，瓣膜为最常受累部位。
• 根据病程可将IE分为急性和亚急性；
• 根据获得途径可分为社区获得性IE、医疗相关性IE（院内感

染和非院内感染）和经静脉毒品滥用者IE；
• 根据瓣膜材质可将IE分为自体瓣膜心内膜炎（和人工瓣膜心

内膜炎。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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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的主要病原微生物是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急性者主要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少数由肺炎球菌、

淋球菌、A组链球菌和流感杆菌所致。
亚急性者主要由甲型溶血性链球菌引起,其次为D组链球菌

（牛链球菌和肠球菌）、表皮葡萄球菌等。

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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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史

• 询问病人年龄、居住环境、工作环境；
• 有无心脏病史；
• 皮肤及组织器官感染情况；
• 静脉滥用药史；
• 是否厌食、乏力、高热寒战、体重下降。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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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 发热：是最常见的症状。亚急性者起病隐匿，可有全身不适、
乏力、畏食和体重减轻等非特异性症状。可出现弛张性低热，
一般不超过 39℃，午后和晚上高热，常伴有头痛、背痛和肌
肉关节痛。急性者呈暴发性败血症过程，可有高热寒战。

• 心脏杂音：80%～85%病人有病理性杂音，可由基础心脏病
和赘生物的形成、脱落以及组织坏死引起心脏瓣膜穿孔或腱
索断裂所致。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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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 周围体征：多为非特异性，近年已不多见，包括：
①瘀点：可出现在任何部位，以锁骨以上皮肤、口腔黏膜和睑
结膜多见；
②指（趾）甲下线状出血；
③Osler结节：在指（趾）垫出现的豌豆大的红或紫色痛性结节；
④Roth斑：为视网膜的卵圆形出血斑，中心呈白色；⑤
Janeway损害：为手掌和足底处直径 1～4mm 的无痛性出血红
斑。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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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 动脉栓塞：赘生物碎片脱落可导致栓塞，约占 20%～40%。
可发生于机体的任何部位，常见于脑、心脏、脾、肺、肾、
肠系膜和四肢。

• 感染的非特异性症状 ：①贫血：较为常见；②脾大：占
15%～50%。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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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并发症

护理评估

• 神经系统并发症：IE患者约20%～40%可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
大部分由赘生物脱落所致。

• 肾脏并发症：大多数病人有肾损害，包括肾动脉栓塞和肾梗死、
肾小球肾炎、肾脓肿等。

• 心脏并发症：心力衰竭为最常见并发症，IE并发室性心律失常提
示心肌受累，且预后较差。

• 风湿性并发症：有肌肉骨骼症状如关节痛、肌痛及后背痛，可为
IE的首发症状。

• 脾脓肿：左心IE脾梗死发生率约40%，仅5%脾梗死患者会进展为
脾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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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辅助检查

护理评估

1.血培养 血细菌培养阳性是确诊感染性心内膜炎的重要依据
2.血液检查 血常规检查，为进行性贫血
3.尿液检查 常有显微镜下血尿和轻度蛋白尿
4.心电图
5.超声心动图
6.其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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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疗要点

护理评估

1.抗微生物药物治疗为最重要的治疗措施，用药原则为：
①早期应用；
②足量用药；
③静脉用药为主；
④病原微生物不明时，急性者选用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和革兰
阴性杆菌均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亚急性者选用针对大多数链球菌（包括
肠球菌）的抗生素；
⑤已培养出病原微生物时，应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选择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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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疗要点

护理评估

2.药物选择：本病大多数致病菌青霉素敏感，可作为首选药物。
联合用药以增加杀菌能力，如氨芐西林、万古霍素、庆大霍素等，
真菌感染者选用两性霉素 B。

3.手术治疗 有严重心脏并发症或抗生素治疗无效的病人应及时考
虑外科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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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护理诊断/问题

1.体温过高 与感染有关
2.营养失调：低于机体需要量 与食欲下降、长期发热导致机
体消耗过多有关
3.潜在并发症：栓塞、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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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目标

1.病人的体温恢复至正常范围。
2.病人的营养状况改善。
3.病人无并发症发生。
4.病人能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
5.病人能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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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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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护理 
1. 休息与活动 高热病人卧床休息, 病室的温度和湿度适宜。 心脏超声
可见巨大赘生 物(≥10 mm)的病人, 应绝对卧床休息, 防止赘生物脱落
导致栓塞而出现意外。
 
2. 饮食护理 给予清淡、 高蛋白、 高热量、 高维生素、 易消化的饮
食, 以补充发热引起 的机体消耗。 鼓励病人多饮水, 做好口腔护理。 
有心力衰竭征象的病人按心力衰竭病人饮 食进行指导。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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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情观察 
注意观察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等

注意心脏杂音变化

观察皮肤黏膜非特异性体征

观察病人有无栓塞征象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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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确采集血标本 
��������������� 

  对于未经治疗的亚急性病人, 应在第 1 天每间隔 1 小时采血 1 次, 共 3 次。 

如次日未见细菌生长, 重复采血 3 次后, 开始抗菌药物治疗。

 

 已用过抗菌药物者, 停药 2~7 天后采血。 急性病人应在入院后 3 小时内, 

每隔 1 小时采血 1 次, 共取 3 次血标本后, 按医嘱开始治疗。

 

 无须在体温升高时采血，每次采血 10~20 mL。



四、应用抗生素的护理

遵医嘱应用抗生素治疗， 严格按时间用药，以确保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 

注意保护静脉, 可使用静脉留置针, 避免多次穿刺增加病人痛苦。观察药

物疗效、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并及时报告医生。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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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理护理

向病人和家属讲解本病的病因与机制，该病治疗周期较长，增强
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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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康指导

1. 生活指导 嘱病人平时注意防寒保暖, 避免感冒, 少去公共场所, 
加强营养, 增强机体抵抗力, 合理安排休息。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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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康指导
2. 疾病预防指导
 向病人和家属讲解本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 致病菌侵入途径等。

 指导病人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和定期牙科检查的习惯。 在施行
口腔手术如拔牙、 扁桃体摘除术, 上呼吸道手术或操作, 泌尿、 生殖、
消化道侵入性诊治或其他外科手术治疗前, 应说明自己患有心脏瓣膜
病、 心内膜炎等病史, 以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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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康指导
2. 疾病预防指导
 勿挤压痤疮、 疖、痈等感染病灶, 减少病原体入侵的机会。

 告知病人早期、 足量应用抗菌药物是治疗 IE 的关键, 应遵医嘱用药, 
切勿擅自停药, 一旦出现不良反应, 如恶心呕吐、 食欲不振及真菌感
染, 应及时告知医生。

 教会病人自我监测体温变化, 有无栓塞表现, 定期门诊随访。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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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评价

病人体温是否恢复正常范围；
病人营养状况有无改善；
病人有无并发症发生；
病人是否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
病人能否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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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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