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G&\

急性加重期患者导致的炎性反应#提高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VT#

,

]VT#

"

]TJ

$

O

%和
]VT#O

均

较治疗前明显上升#肺功能恢复较好#经治疗后可恢复至正常

水平#同时
&9JG

+

下降#并且
&9G

+

明显上升#氧气吸入量逐步

升高#无需其他呼吸机辅助#呼吸自由顺畅#肺功能明显改善(

而常规治疗的患者肺功能实验室指标并未见有太多变化#

&9JG

+

和
&9G

+

较治疗前变化也不是很明显#有部分患者呼吸

仍需呼吸机的辅助+证实噻托溴铵能长久持续作用于患者支

气管平滑肌#进一步改善
JG&\

急性加重期患者肺功能#与相

关研究报道相似)

#"

*

+

噻托溴铵为抗胆碱类药物#不良反应相对较多+如本院接

受噻托溴铵治疗的患者中有
.

例患者用药后出现口干,咳嗽加

重的现象#

+

例患者主诉咽部轻微不适#

#

例患者窦性心动过

速#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O

#但是各项症状较轻微#无需对

症治疗#停药
.D

内所有不良反应自行消失#在安全用药的范

畴内噻托溴铵仍是一种治疗急性期
JG&\

的理想药物+

综上所述#噻托溴铵能明显降低
JG&\

急性加重期患者

血清中各项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炎性反应#同时进一步提高

]VT#

和
&9G

+

的值#增强患者氧气吸入量#有效改善患者肺功

能#不良反应症状轻微#安全性相对较高#临床疗效好#值得广

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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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环节质量管理对乳腺癌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置管

成功率及并发症的影响

李小宁!郭爱宁!李
!

梅"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西安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环节质量管理对乳腺癌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IJJ

#置管成功率及并发症的影

响$方法
!

选择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行
&IJJ

置管的乳腺癌患者作为观察组"

!'

例#!另选该

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行
&IJJ

置管的乳腺癌患者作为对照组"

!'

例#$分别给予常规置管护理和

环节质量管理$观察并比较两组的置管成功率及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患者的满意情况$结果
!

观察组的一次置管

成功率和患者满意率分别为
/)(#O

"

!"

'

!'

#和
-)('O

"

!)

'

!'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O

"

.+

'

!'

#和
/.("O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O

"

)

'

!'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O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对行
&IJJ

置管的乳腺癌患者实施环节质量管理可以有效提高置管成功率!

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关键词#

!

乳腺癌&

!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

环节质量管理&

!

成功率&

!

并发症

!"#

!

$%&'()(

"

*

&+,,-&$)./0(12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IJJ

%置管在临床治疗中

的应用范围较广#为临床治疗和护理带来了较大的便利#并有

效减少了反复穿刺对患者身心造成的伤害)

#

*

+乳腺癌患者的

治疗过程中#行
&IJJ

置管的人数较多+但受到患者自身疾病

以及血管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置管的失败或者各种

并发症的出现+为此#做好对
&IJJ

置管的管理工作至关重

要+近些年来#环节质量管理开始被积极地应用于
&IJJ

置管

的管理之中#并获得较好的效果+本研究中#作者探讨环节质

量管理对乳腺癌
&IJJ

置管成功率及并发症的影响+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

的行
&IJJ

置管的乳腺癌患者
!'

例作为观察组#均为女性#年龄

#/

!

$)

岁#平均$

!'()Q-(#

%岁(另选本院
+"#+

年
#"

月至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9>P5DJ=23

!

SA=

B

+"#)

!

T1=(#+

!

U1(#.



年
#"

月收治的行
&IJJ

置管的乳腺癌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均

为女性#年龄
#-

!

$'

岁#平均$

!/(/Q'(/

%岁+两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实施常规置管护理+观察组将护理工作分

为操作规范和管道维护及拔管质量跟踪
.

个环节#在置管护理

中实施环节质量管理#具体方法!$

#

%严格操作规范+成立专门

的管理小组#围绕置管和维护等相关问题进行谈论+并结合乳

腺癌患者的实际情况#制订详细的操作规范#并对相关护理人

员进行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穿刺水平和护理水平等+$

+

%加

强管道维护+

/

患肢护理+全面了解患者的情况#实施针对性

的患肢护理#加强健康宣教#指导患者科学活动患肢#适当锻

炼#避免血栓的出现+对于送管不畅的患者#可以利用蜂蜜和

牛黄解毒片粉进行湿敷以减少机械性静脉炎的出现+

0

伤口

护理+针对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伤口护理#贴膜容易出现松动

的患者利用
K&

贴膜进行固定+活动量大的患者利用导管固

定器对导管进行妥善的固定#以免出现脱落+

1

冲管封管+在

患者治疗期间#做好冲管封管护理#于每次治疗后交替用尿激

酶联合普通肝素,肝素盐水进行封管+为了避免药物沉积于导

管内壁#要注意利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

.

%拔管质量跟踪+

对患者进行血管超声检查#确认无血栓形成后予以拔管+提高

操作水平#按照相应规范进行拔管和微生物学检测#并对检测

结果进行详细的记录+

$('

!

观察指标
!

$

#

%一次置管成功率($

+

%并发症发生情况(

$

.

%患者的满意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一次置管成功率比较
!

观察组的一次置管成功

率
/)(#O

$

!"

"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O

$

.+

"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

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

或
O

&

组别
)

导管

阻塞

导管

脱出

静脉

炎

静脉

血栓

导管相

关感染
总发生率

观察组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两组患者满意率比较
!

观察组的患者满意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满意率比较%

)

或
O

&

组别
)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 !) + -)('

对照组
!' .- / /.("

'

!

讨
!!

论

&IJJ

是指由外周静脉穿刺插管#导管沿腋静脉,锁骨下静

脉,无名静脉#其尖端位于上腔静脉中下
#

"

.

处或上腔静脉和

右心房交界处的深静脉置管技术)

+

*

+对中长期静脉输液,肿瘤

化疗,胃肠外营养,外周静脉穿刺困难,输注刺激性强药物和需

长期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可减少反复经外周静脉穿刺输液的

痛苦#避免刺激性药物对外周静脉的损伤#减少静脉炎和渗漏

性组织损伤的发生#从而达到保护患者外周静脉的目的)

.,!

*

+

具有创伤性小,感染概率低等优点#可较长时间保留在血管内#

患者活动方便#保证其基本的日常生活#利于提高生活质量)

)

*

+

&IJJ

置管操作较为简单#效果肯定#给临床治疗和护理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并有效减少了反复穿刺对患者身心造成的伤

害)

$

*

+

&IJJ

虽然好处多#但必须熟练掌握置管技术#更重要的

是懂得维护+因为
&IJJ

的尖端在上腔静脉#较近心脏#血流

多#速度快#如不注意维护#很容易堵管,塞管,脱管#更严重的

是会导致全身感染)

'

*

+

&IJJ

置管中#对
&IJJ

导管的维护和

护理可以有效地避免各种非计划脱管等并发症的出现)

/

*

+但

常规的管道护理往往无法得到满意的效果#此时#可以引用环

节质量管理+环节质量管理将整个置管管理分为不同的环节

予以管理#可以更加全面,科学地进行管道管理#达到良好的管

理效果)

-

*

+有学者研究报道#加强医院护理环节质量模式改进

和检查#可以更好地调动广大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促进

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

#"

*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一次

置管成功率和患者满意率分别为
/)(#O

$

!"

"

!'

%和
-)('O

$

!)

"

!'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O

$

.+

"

!'

%和
/.("O

$

.-

"

!'

%(且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O

$

)

"

!'

%#明显低于对

照组的
+)()O

$

#+

"

!'

%+国内其他一些学者也通过研究报道#

通过对乳腺癌患者
&IJJ

置管实施环节质量管理#可以规范穿

刺方法#有效提高置管成功率#保证护理安全和质量#并保持较

低的并发症发生率)

##,#+

*

#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提示#对行

&IJJ

置管的乳腺癌患者实施环节质量管理可以获得良好的效

果#有效提高置管成功率#并减少各种并发症的出现+但是#受

到研究时间以及样本容量等因素的限制#最终的研究结果和结

论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准确和片面性+因此#本研究还存在一些

缺陷和不足#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完善+

综上所述#

&IJJ

置管的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管道管理工作

至关重要+通过实施环节质量管理#可有效提高置管成功率#

减少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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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干预对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患者的影响

高
!

彤!王晓燕#

!赵丽霞!张继红!冯景见!檀军丽"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肿瘤五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局部晚期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期间营养指标变化及营养干预的效果$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治疗的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
!/

例!分成对照组和营养组$两组均采用

$PT,d

射线三维适形放射治疗!总剂量
$""";R

B

'

$

周!同步
0&

方案化疗$观察治疗期间两组患者体质量%卡氏

"

W&%

#评分%血红蛋白%血清清蛋白%外周血淋巴细胞数目变化!并分析营养干预对两组患者营养指标的影响$结果

全部患者均在治疗过程中体质量及
W&%

评分随放化疗时间逐渐下降!第
!

周是体质量和
W&%

评分下降的拐点$

营养干预后营养组患者各项指标下降得到抑制!而对照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清蛋白%淋巴细胞数目均较治疗前有明

显下降"

!

$

"(")

#$结论
!

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期间营养状况明显下降!及时给予营养干预可明显改善患者营养状

况!对于完成治疗保证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食管肿瘤&

!

同步放化疗&

!

营养干预&

!

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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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同步放化疗现已成为局部晚期食管癌的重要治疗手段#不

但可以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而且可以降低远处转移率)

#

*

+但

接受同步放化疗患者的急性不良反应往往较为明显#且食管癌

病变本身的机械性侵犯影响了营养物质的摄入和吸收#放化疗

期间因不良反应可能使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患者的营养状况恶

化#使机体耐受性降低#并有可能导致治疗中断影响疗效)

+

*

+

为了进一步探讨营养干预对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同步放化疗

期间营养状况的变化及营养干预的效果#本文进行了下列研

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石家庄

市第一医院治疗的局部晚期食管癌
!/

例#病理证实均为食管

鳞状细胞癌#预计生存期超过
$

个月+年龄
)!

!

$+

岁#平均

$

)/(#Q!(.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将患者按照入院顺序

以随机数字法随机分为营养组$放化疗
Z

营养干预%

+!

例和对

照组$单纯放化疗%

+!

例#两组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指数

$

YPI

%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放疗方法及治疗计划
!

两组患者放射治疗方法相同#

采用西门子直线加速器#常规分割#每次
+"";R

B

#

$PT,d

射线

实施三维适形放射治疗$

.\,J[0

%#三维共面,多野照射+肿瘤

区$

R0T

%的勾画!为食管癌原发病灶$参考上消化道造影,胃

镜及
J0

结果共同确定其长度和位置%+肿大转移淋巴结为

R0T3D

$参考
J0

显示的周围转移淋巴结%+临床靶区$

J0T

%

为
R0T

向上下外扩
.(";F

#前后左右各外扩
"();F

(淋巴结

J0T3D

包括邻近的食管周围淋巴结区+计划靶区$

&0T

%为

J0T

基础上四周外扩
"();F

+靶区处方剂量每
$

周#分
."

次#

\0$""";R

B

#周一至周五+剂量参考点定义为靶区中心

点#

#""O

的等剂量曲线覆盖
-)O

以上的
&0T

+

&0T

的剂量

均匀性为
-)O

!

#"'O

+正常组织限量!全肺
T+"

&

+)O

!

."O

#

T."

&

#/O

#心脏
T)"

$

)"O

#脊髓最大剂量小于
!)""

;R

B

#治疗计划经主治以上医师审核及验证后开始实施+治疗

期间每周检查血常规并观察不良反应#放疗结束后定期复查

J0

及
d

线钡餐+

$(/(/

!

化学药物
!

均采用
0&

方案#顺铂注射液$山东齐鲁制

药有限公司%#

#+()F

8

"$

F

+

-

D

%#连用
)D

(紫杉醇注射液$扬

子江药业%

#.)F

8

"

F

+

#

+/D

为
#

个周期#化疗从放疗开始的第

#

天起同期应用#分别于第
#

,

)

周给予+

$(/('

!

营养干预
!

入院后对营养组患者进行营养教育宣传#

使患者及家属对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及放化疗的不良反应有

所认识#以提高患者的营养摄入意识#增加摄入量+肠外营

养干预随放疗进行#每周一至周五给予
+"O

脂肪乳,复方氨

基酸$

#/**,

-

%,

#"O

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

)D

为
#

个疗

程+每天营养供给标准!能量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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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蛋白质占总能

量
#"O

!

+"O

#液体总量达
)"FM

"

^

8

以上+对照组患者按

常规处理#未进行营养教育指导及系统营养干预#患者自行

进食#以流食和半流食为主+仅当患者出现严重恶心,呕吐,

腹泻或进食量比平时减少
#

"

+

等以上不良反应#或出现电解

质紊乱,中重度贫血时#短期给予静脉营养及纠正电解质紊

乱处理+

$('

!

观察指标
!

每
+

周观察
!/

例食管癌患者治疗中体质量,

卡氏$

W&%

%评分,血红蛋白$

K>

%,血清清蛋白$

*=>

%及外周血

淋巴细胞计数$

MgP

%的变化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3Q?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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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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