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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术部位感染是剖宫产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发生率为３％～１５％，给产妇带来巨大的身体和心理

上的负担，也给医疗保健系统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此外，死亡产妇中，３％ 与剖宫产术后手术部位感染有关。本

综述将从剖宫产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定义、危险因素，以及最新的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阐述，探讨预防剖宫产手术

部位感染的集束化管理措施，以及有效的实施模式，降低剖宫产患者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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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手术是妇产科最常见的手术，在美国通

过剖宫产出生的新生儿占３２％
［１］，在中国剖宫产率

为４１％
［２］。手术部位感染（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ＳＩ）是剖宫产术后常见并发症，发生率为３％ ～

１５％
［３］。剖宫产是产后感染的重要因素，与阴道分娩

相比，剖宫产感染的危险增加了５～２０倍
［４］。过去

三十年，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术前预防性使用抗菌

药物，严格遵守无菌操作以及其他措施的实施，剖宫

产术后ＳＳＩ发生率有所下降。２０１４年以来，我国

相继实施“单独二孩”、全面开放二胎政策，迎来新生

儿出生高峰期，预计我国剖宫产将进一步增加，剖宫

产术后ＳＳＩ的发生例数也可能会相应的升高
［３５］。

剖宫产ＳＳＩ导致产妇住院时间延长，医疗花费增加，

相关疾病发病率增加，给医疗卫生保健系统造成巨

大的经济压力［６７］。鉴于其重要的临床意义，认识其

后果并制定预防和治疗剖宫产术后ＳＳＩ的措施，对

于降低剖宫产术后ＳＳＩ发生率，降低孕妇相关疾病

的发病率和病死率至关重要。本文将从剖宫产术后

ＳＳＩ的定义、发病因素、预防措施等环节进行阐述，

以供临床医护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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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剖宫产术后ＳＳＩ的定义及常见病原菌

１．１　剖宫产术后ＳＳＩ的定义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

防中心（ＣＤＣ）将ＳＳＩ定义为手术后３０ｄ内发生在

手术部位的感染。ＳＳＩ分为手术切口感染和器官／

腔隙感染，手术切口感染进一步分为浅表手术切口

感染（涉及皮肤和皮下组织），及深部手术切口感染

（涉及筋膜和肌肉层）［８］。浅表手术切口感染指手术

后３０ｄ内发生的仅累及切口皮肤或者皮下组织的

感染，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１）切口浅部组织有脓

液；（２）从切口浅部组织的脓液或者组织中培养出病

原体；（３）具有感染的症状或者体征，包括局部发红、

肿胀、疼痛和触痛，外科医生诊断的浅表切口感染。

深部手术切口感染指无植入物者手术后３０ｄ内，有

植入物者手术后１年以内发生的累及深部软组织的

感染，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１）从切口深部引流或

穿刺出脓液，但脓液不是来自器官／腔隙部分；（２）切

口深部组织自行裂开或者由外科医生开放的切口，

同时患者具有感染的症状或者体征，包括局部发热、

肿胀及疼痛；（３）经直接检查、再次手术探查、病理学

或者影像学检查，发现切口深部组织脓肿或者其他

感染证据。器官／腔隙感染指无植入物者３０ｄ以

内，有植入物者手术后１年以内发生的累及术中解

剖部位（如器官或者腔隙）的感染，并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１）器官或者腔隙穿刺引流或穿刺出脓液；（２）

从器官、腔隙的分泌物、组织中培养分离出致病菌；

（３）经直接检查、再次手术、病理学或者影像学检查，

发现器官或者腔隙脓肿或者其他腔隙感染的证据。

１．２　剖宫产ＳＳＩ诊断标准　根据《医院感染诊断标

准（试行）》［９］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即可诊断。手术后

３０ｄ内：（１）从深部切口引流出或穿刺抽到脓液；

（２）自然裂开或由医生打开的切口，有脓性分泌物或

有发热≥３８℃，局部有疼痛或压痛；（３）再次手术探

查、经组织病理学或影像学检查发现涉及深部切口

脓肿或其他感染证据；（４）临床医生诊断的深部切口

感染；（５）手术后３０ｄ内发生的与手术有关的宫内

感染。在临床诊断的基础上，分泌物细菌培养、涂片

检查阳性可作出病原学诊断。

１．３　剖宫产术后ＳＳＩ常见病原菌　金黄色葡萄球

菌是切口感染的主要微生物，其中耐甲氧西林金黄

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占２１．０５％，其次是克雷伯菌

属和大肠埃希菌［１０］。剖宫产ＳＳＩ通常是由需氧菌

和厌氧菌引起的混合感染，相关的病原菌主要来自

体表皮肤和阴道［１１］。了解与ＳＳＩ相关的病原体，对

ＳＳＩ的治疗至关重要。

２　引起剖宫产术后ＳＳＩ的危险因素

与剖宫产术后ＳＳＩ相关的主要危险因素可以分

为三大类［１２］：（１）孕妇本身相关危险因素；（２）妊娠

相关危险因素；（３）手术相关危险因素。孕妇本身相

关危险因素，包括吸烟、哮喘病史、肥胖、体重质量指

数高、年龄过大或较小、农村居住（与城市相比）、既

往剖宫产史、反复流产、多次分娩、慢性高血压、种

族、贫血、住院时间长、住多人病室［３，１３１８］。妊娠相

关因素危险因素，包括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

病、早产、双胎妊娠、胎膜早破、绒毛膜炎、阴道检查

次数过多、先兆子痫、手术前分娩时间延长、羊水污

染［３，１５１６，１８］。手术相关危险因素，包括全身麻醉、术

中失血过多、输血、子宫破裂、剖宫产并行子宫切除、

手术时间过长、急症剖宫产、未预防性使用抗菌药

物、自然分娩中止行剖宫产手术、手术切口类型及皮

肤缝合方式［１４１５，１８１９］。

３　预防剖宫产术后ＳＳＩ的措施

许多临床试验研究了不同的干预措施对降低剖

宫产术后ＳＳＩ发生率的影响。识别剖宫产发生ＳＳＩ

的相关危险因素，并对可改变的因素进行干预；完善

的术前准备，以及先进的手术技术可降低剖宫产

ＳＳＩ的发生率。根据干预时间可以分为术前、术中、

术后相关措施。

３．１　术前相关措施

３．１．１　皮肤准备　皮肤是ＳＳＩ病原体的主要来源。

剖宫产术前去除手术部位毛发能方便手术部位操作

以及手术后切口敷料的黏贴，与术后ＳＳＩ发生率的

降低无关［２０］。与剪除毛发相比，剃除手术部位毛发

与ＳＳＩ发生率升高有关，可能与剃刀造成皮肤的微

小裂口有关［２０］，术前皮肤准备时应避免引起皮肤裂

口。已经证明，术前使用抗菌剂进行皮肤准备可以

降低ＳＳＩ的危险
［２１］，但是对采用哪种抗菌剂预防

ＳＳＩ最有效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对比聚维酮碘与洗

必泰对患者皮肤消毒效果的研究［２２］发现，使用聚维

酮碘组４８％的患者采集皮肤标本培养在１８ｈ有病

原菌生长，而洗必泰组为１１％。一项系统评价
［２３］显

示，使用聚维酮碘或洗必泰进行皮肤准备，ＳＳＩ总体

发生率无差异。Ｔｕｕｌｉ等
［２４］对１１４７例产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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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必泰醇与聚维酮碘醇消毒皮肤的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发现使用洗必泰醇的产妇ＳＳＩ发生率降低

４５％。洗必泰醇已经被证明比聚维酮碘和碘酒预防

ＳＳＩ更有效
［２５］。

３．１．２　阴道准备　由于剖宫产ＳＳＩ相关的病原菌

主要来自体表皮肤和阴道［１１］，因此，术前阴道准备

也尤为重要。在剖宫产前，用１％ 的聚维酮碘进行

阴道冲洗可以降低子宫内膜炎发生率，也能有效的

防止切口并发症［２６］；剖宫产术前阴道清洁可降低

５０％术后子宫内膜炎发生率
［２７２８］，尤其对于胎膜早

破的患者更为有利。研究［２８２９］显示，术前使用聚维

酮碘进行阴道清洁对ＳＳＩ无影响；而最新的研究
［１］

结果显示，在实施聚维酮碘进行阴道清洁一年后，患

者ＳＳＩ的发生率下降５０％。

３．１．３　术前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　围手术期预防

性使用抗菌药物可以降低术后感染的危险，但对于

何时使用抗菌药物存在争议。在预防性使用抗菌药

物的给药时间上，术前使用抗菌药物者感染发病率

低于脐带钳夹后使用抗菌药物者［３０］。在手术部位

切开前，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使剖宫产术后子宫内

膜炎的 危 险 降 低 ４６％，切 口 感 染 的 危 险 降 低

４１％
［３０］。研究［３１３３］表明，在剖宫产切皮前使用抗菌

药物可以减少ＳＳＩ的发生，与美国妇产科医生协会

２０１１年指导方针推荐的使用时间一致。一项临床

试验［３４］随机分配４６４ 例产妇分别在术前３０～

６０ｍｉｎ或脐带钳夹后接受头孢曲松预防性用药，结

果显示，术前接受抗菌药物的产妇术后１０ｄＳＳＩ发

生率和子宫内膜炎发生率减少了２０％。评估抗菌

药物使用剂量的研究［３５３６］显示，与多剂量相比，单剂

量同样有效。最近研究［３７３８］显示，重度肥胖产妇术

前使用２ｇ或３ｇ头孢唑林，术后ＳＳＩ的发生率以及

产妇脂肪组织的抗菌药物浓度无差异。剖宫产术前

６０ｍｉｎ内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确保整个手术过程

中血液和组织内足够的血药浓度，可降低ＳＳＩ发生

率。目前，国内倾向于术前３０ｍｉｎ给药
［３９］。

３．２　术中相关措施

３．２．１　增强无菌观念　加强手术相关人员无菌知

识的教育，手术人员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增强慎独观

念，可有效降低剖宫产术后ＳＳＩ发生率
［４０］。

３．２．２　手术切口类型　研究
［４１４２］显示，与Ｐｆａｎ

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切口相比，采用ＪｏｅｌＣｏｈｅｎ切口术后发热

的发生率降低了６５％，因此，采用ＪｏｅｌＣｏｈｅ切口优

于Ｐｆａｎｎｅｎｔｉｅｌ切口，但文中未涉及两种切口类型的

产妇术后ＳＳＩ发生率有无差异。

３．２．３　缝合皮下组织　缝合皮下组织可使切口并

发症减少３４％
［４３］。缝合皮下组织可以降低血肿、皮

下积液、切口感染和切口分离在内的切口复合发病

率，单独的切口感染率并无差别［４４］。若皮下厚度＜

２ｃｍ，是否缝合并不影响切口裂开；若皮下厚度＞

２ｃｍ，皮下缝合可显著减少切口并发症
［４５］。

３．２．４　皮肤缝合　剖宫产术后高达１１％的产妇可

能出现切口并发症，肥胖产妇发热危险性更高［４６］。

目前，还没有确定最佳的皮肤缝合方法。研究发现，

与使用皮肤吻合器相比，采用缝线缝合皮肤切口并

发症的危险显著降低［１４，４７］。一项回顾性研究［４８］显

示，肥胖产妇切口并发症的总体发生率为１５％，在

控制体重质量指数、胎次、切口类型和皮下组织缝合

后，采用皮肤吻合器和缝线缝合的产妇ＳＳＩ发生率

分别为２２％、９％，缝线缝合比使用皮肤吻合器者发

生ＳＳＩ的危险更低。最佳的皮肤缝合技术和材料是

正在研究的领域。

３．２．５　切口敷料　无菌敷料可以保护切口免受外

界的污染，负压切口治疗是最近提倡的术后切口处

理措施。研究［４９］对比使用和未使用负压敷料的剖

宫产肥胖患者ＳＳＩ情况，发现使用负压敷料的产妇

ＳＳＩ发生率降低了５５％。一项系统评价
［５０］结果显

示，将负压切口敷料运用于各种手术，ＳＳＩ发生率减

少５８％，切口裂开率减少２５％。然而，最新的一项

研究［５１］显示，在重度肥胖的剖宫产患者中，复合创

面并发症危险的降低与使用负压敷料、标准敷料

无关。

３．３　术后管理　剖宫产术后每日评估切口是术后

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发热、压痛、红斑、脓性

分泌物或硬结应怀疑ＳＳＩ。大多数切口感染直到术

后４～７ｄ才出现临床表现，此时产妇可能已经

出院［５２］。早期治疗可以预防严重的后果，因此，应

做好出院指导和随访。已经有许多出院后的监测方

法，其中包括使用独立的移动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

根据患者输入的数据提供信息和建议；使用集成的

移动应用程序，患者在其中输入数据，由助产士审查

这些数据并提供建议［５３］。加拿大一项应用出院监

测计划的研究［５４］显示，参加此计划的产妇近５０％使

用了该程序并上传了其切口的照片。此外，出院后

的电话随访也有助于早期识别ＳＳＩ。

４　预防剖宫产ＳＳＩ的集束化管理措施

由于引起剖宫产ＳＳＩ的因素众多，任何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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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都不足以有效减少ＳＳＩ。目前，临床最有效的

管理策略是采用基于证据的集束化管理策略。

Ｔｅｍｍｉｎｇ等
［５５］通过实施基于证据的四项预防策

略，包括皮肤切开前６０ｍｉｎ内预防性使用抗菌药

物、用洗必泰醇进行皮肤准备、皮下组织缝合、皮下

缝线缝合，切口并发症减少了２５％。然而，只有

３３％的患者获得了此四项干预措施。Ｖｉｌｌｅｒｓ等
［５６］

研究术前使用２％ 洗必泰进行皮肤准备，术前使用

葡萄糖酸氯己定进行阴道清洁，负压切口治疗体重

质量指数＞４０或术后感染风险高的产妇，ＳＳＩ发生

率从９％降至２％，总体切口并发症发生率（包括感

染、血清肿和血肿）从１０％降至４％。Ｃｒｏｓｓ等
［５７］通

过实施基于证据的集束化管理措施，包括术前洗必

泰洗浴，预防围手术期低体温，阴道准备，术中更换

手套，独特的切口缝合技术以及出院教育和电话随

访，剖宫产术后ＳＳＩ发生率显著降低。

５　总结及展望

剖宫产手术是世界范围内进行最频繁的手术之

一。剖宫产术后ＳＳＩ的发生给产妇及新生儿带来

各种并发症，也给医疗保健系统带来巨大的经济压

力。２０１４年我国相继实施“单独二孩”，全面开放二

胎政策，我国迎来生育高峰。做好剖宫产ＳＳＩ的预

防及管理，意义重大。关于我国剖宫产ＳＳＩ的发生

率及影响因素还需大样本的研究，预防管理措施还

需加强。虽然一些措施被证明能够减少剖宫产ＳＳＩ

的发生率，但部分还存在争议，需进一步研究相关技

术在减少剖宫产ＳＳＩ发生率方面的有效性，特别是

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的给药时间以及种类，术中手

术技术的改进以及出院患者的监管。现阶段，实施

基于证据的集束化管理措施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国

相关医护人员应探索适合我国的预防剖宫产ＳＳＩ集

束化管理措施，以及有效的实施模式，降低剖宫产患

者ＳＳＩ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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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

·６６３·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９年４月第１８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８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１９



ａｒｕｒａｌ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ｃａｒ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Ｊ］．ＪＡｎｅｓｔｈ，２０１７，３１

（１）：１２０－１２６．

［２０］ＴａｎｎｅｒＪ，ＮｏｒｒｉｅＰ，ＭｅｌｅｎＫ．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ａｉ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

Ｒｅｖ，２０１１，（１１）：ＣＤ００４１２２．

［２１］ＭａｎｇｒａｍＡＪ，ＨｏｒａｎＴＣ，ＰｅａｒｓｏｎＭＬ，ｅｔ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Ａｍ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９９９，２０（４）：２５０－２７８．

［２２］ＫｕｎｋｌｅＣＭ，ＭａｒｃｈａｎＪ，ＳａｆａｄｉＳ，ｅｔａｌ．Ｃｈｌｏｒｈｅｘｉｄｉｎｅｇｌｕｃｏ

ｎａｔｅｖｅｒｓｕｓｐｏｖｉｄｏｎｅｉｏｄｉｎｅａｔ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ＪＭａｔｅｒｎＦｅｔ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Ｍｅｄ，２０１５，２８

（５）：５７３－５７７．

［２３］ＨｕａｎｇＨ，ＬｉＧ，Ｗ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ｋｉｎａｎｔｉｓｅｐｔｉｃａｇｅｎｔｓ

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ｔｒｉ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ＭａｔｅｒｎＦｅｔａｌ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Ｍｅｄ，２０１８，３１（２４）：３２６７－３２７４．

［２４］ＴｕｕｌｉＭＧ，ＬｉｕＪ，ＳｔｏｕｔＭＪ，ｅｔａｌ．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ａ

ｒｉｎｇｓｋｉｎａｎｔｉｓｅｐｔｉｃａｇｅｎｔｓａｔ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ＮＥｎｇｌＪ

Ｍｅｄ，２０１６，３７４（７）：６４７－６５５．

［２５］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Ｎｏ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ｐｏｓｔ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１８，３８（８）：１－５．

［２６］ＳａｎｃｈｅｚＲａｍｏｓＬ，ＲｏｅｃｋｎｅｒＪ，ＫａｕｎｉｔｚＡＭ．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ａｎｔｉｓｅｐｔｉｃ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ｐｒｉｏｒｔｏ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

ｖｉｅｗ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１８，２１８（１）：Ｓ４９９．

［２７］ＣａｉｓｓｕｔｔｉＣ，ＳａｃｃｏｎｅＧ，ＺｕｌｌｏＦ，ｅｔ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ｂｅ

ｆｏｒ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７，１３０（３）：５２７－５３８．

［２８］ＨａａｓＤＭ，ＭｏｒｇａｎＳ，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Ｋ．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ｓｅｐｔ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２０１４，

（１２）：ＣＤ００７８９２．

［２９］ＮｇａｉＩＭ，ＶａｎＡｒｓｄａｌｅＡ，ＧｏｖｉｎｄａｐｐａｇａｒｉＳ，ｅｔａｌ．Ｓｋｉｎｐｒ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ｉａｌ［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６（６）：１２５１－１２５７．

［３０］ＭａｃｋｅｅｎＡＤ，ＰａｃｋａｒｄＲＥ，ＯｔａＥ，ｅｔａｌ．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ｒａｖｅ

ｎｏｕｓ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ｕｓ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ｉｎｗｏ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２０１４，（１２）：ＣＤ００９５１６．

［３１］ＬｉｕＺ，ＤｕｍｖｉｌｌｅＪＣ，Ｎｏｒｍａ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２０１８，２：

ＣＤ０１２６５３．

［３２］ＢｏｌｌｉｇＣ，ＮｏｔｈａｃｋｅｒＭ，ＬｅｈａｎｅＣ，ｅｔａｌ．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ｎｔｉｂｉｏ

ｔｉｃｓ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ｒｄｃｌａｍｐｉｎｇｉ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

ｖｉｅｗ［Ｊ］．Ａｃｔａ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ｃａｎｄ，２０１８，９７（５）：５２１－

５３５．

［３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ｉａｎ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ＣＯ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１２０：Ｕｓｅｏｆ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ｉｎｌａ

ｂｏｒａｎ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１，１１７（６）：１４７２－

１４８３．

［３４］ＤｌａｍｉｎｉＬＤ，ＳｅｋｉｋｕｂｏＭ，ＴｕｍｕｋｕｎｄｅＪ，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ｆｏｒ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ａＵｇａｎｄ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ＢＭＣ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２０１５，１５：９１．

［３５］ＧｏｎｉｋＢ．Ｓｉｎｇｌｅ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ｒｅｅｄｏｓｅｃｅｆｏｔａｘｉｍ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ｆｏｒ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８５，６５（２）：１８９－

１９３．

［３６］ＲｏｅｘＡＪ，ＰｕｙｅｎｂｒｏｅｋＪＩ，ｖａｎＬｏｅｎｅｎＡＣ，ｅ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ｖｅｒ

ｓｕｓｔｈｒｅｅｄｏｓｅｃｅｆｏｘｉｔｉｎ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ｉｎ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Ｊ］．Ｅｕｒ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ＲｅｐｒｏｄＢｉ

ｏｌ，１９８７，２５（４）：２９３－２９８．

［３７］ＡｈｍａｄｚｉａＨＫ，ＰａｔｅｌＥＭ，ＪｏｓｈｉＤ，ｅｔａｌ．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ｇｒａ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３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ｅｆａｚｏｌｉｎｉｎ

ｍｏｒｂｉｄｌｙｏｂ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５，１２６（４）：

７０８－７１５．

［３８］ＹｏｕｎｇＯＭ，ＳｈａｉｋＩＨ，ＴｗｅｄｔＲ，ｅｔ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

ｃｅｆａｚｏｌｉｎ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ｉｎｏｂｅｓｅｇｒａｖｉｄａｅａｔｔｉｍｅ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

ｌｉｖｅｒｙ［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５，２１３（４）：５４１．ｅ１－７．

［３９］李莉，刘媛媛，邹佑军．抗生素不同用药时间预防选择性剖宫

产术后感染效果比较［Ｊ］．热带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１８（６）：７９９－

８０２．

［４０］ＲａｕｋＰ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ｔｅｒｉ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ｋｉｎ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ｒｅｄｕｃ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Ａｍ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０，３８（４）：３１９－３２３．

［４１］ＨｏｆｍｅｙｒＪＧ，ＮｏｖｉｋｏｖａＮ，ＭａｔｈａｉＭ，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４３１－４４４．

［４２］ＭａｔｈａｉＭ，ＨｏｆｍｅｙｒＧＪ，ＭａｔｈａｉＮＥ．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ｉｎｃｉ

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

２０１３，（５）：ＣＤ００４４５３．

［４３］ＰｅｒｇｉａｌｉｏｔｉｓＶ，ＰｒｏｄｒｏｍｉｄｏｕＡ，ＰｅｒｒｅａＤ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ｓｕｔｕｒｉｎｇａｔ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ｗｏｕ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ＢＪＯＧ，２０１７，１２４（７）：

１０１８－１０２５．

［４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Ｒ，Ｇａｔｅｓ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ｔｈｅ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ｉｎ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２００４，（４）：ＣＤ００４６６３．

［４５］ＢｅｒｇｈｅｌｌａＶ，ＢａｘｔｅｒＪＫ，ＣｈａｕｈａｎＳＰ．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５，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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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ｐｌｅｓｆｏｒｓｋｉ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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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Ｃａｎ，

２０１７，３９（８）：６４５－６５１．

［５５］ＴｅｍｍｉｎｇＬＡ，ＲａｇｈｕｒａｍａｎＮ，ＣａｒｔｅｒＥＢ，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ｏｕ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ｃｅ

ｓａｒｅａ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７，２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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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ＶｉｌｌｅｒｓＭＳ，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ＧｒｏｔｅｇｕｔＣＡ．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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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ｄｕｃ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Ａｍ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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