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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新生儿中心静脉导管"

ZUWW

$尖端位置对导管使用时间的影响%方法
!

选择该院
%+

例进

行新生儿
ZUWW

置管的患儿!置管成功后通过
I

线片确认导管尖端位置%结果
!

导管尖端位置位于上腔和下腔静

脉的患儿比位于其他部位的使用时间延长#且导管尖端位置位于上腔静脉的患儿发生静脉炎的比例明显减少!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K

$

&$&+

$%结论
!

上肢静脉是新生儿
ZUWW

置管的首选!上腔静脉是新生儿
ZUWW

导管尖端的最

佳位置%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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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

!

中心静脉导管管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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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ZUWW

&于
!**'

年首次应

用于新生儿#主要使用于极$超&低出生体质量儿和危重新生儿

输注静脉营养和刺激性药物#为危重新生儿建立通畅)持久的

静脉输液通道#保证其顺利完成治疗#提高危重新生儿的抢救

成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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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探讨置入
ZUWW

新生儿的临床疗效#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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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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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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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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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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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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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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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外周静

脉置入新生儿
ZUWW

的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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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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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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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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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足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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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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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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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操作由
"

名工作人员进行配合#置管由具有
ZUWW

操作资质的护士进行#另外
!

名人员配合#使用美国
L789

公司

的
!$*G5ZUWW

导管#置管成功后通过
I

光线摄片确认导管尖

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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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指标
!

新生儿
ZUWW

导管尖端位置与使用时间之间

的关系%新生儿
ZUWW

导管尖端位置与并发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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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使用
JeB

表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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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及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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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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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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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
ZUWW

导管尖端位置与使用时间的相关性
!

I

线

片定位确认导管尖端位置位于上腔和下腔静脉的患儿比导管

尖端位置位于其他部位的使用时间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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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导管尖端位置位于锁骨下静脉与上腔静脉

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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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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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尖端位置与使用时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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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位置
%

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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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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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尖端位置与并发症的相关性
!

导管尖

端位置位于上腔静脉的患儿比位于其他位置发生静脉炎明显

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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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尖端位置与静脉炎相关性

导管位置
置管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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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炎发生

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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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炎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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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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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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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K]&$'+*&

*

'

!

讨
!!

论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生儿
ZUWW

导管尖端位于上腔和下

腔静脉的患儿#导管使用时间较长#发生静脉炎的概率较低#原

因是上腔静脉与下腔静脉血流量大)速度快#通过导管进入上

腔静脉的药物被快速稀释#降低药物对导管尖端周围血管的刺

激#发生静脉炎等并发症的可能性较小#可延长
ZUWW

使用时

间*但临床上首选上肢静脉#因为下肢血管置管后容易发生肢

体血管栓塞/

)

0

*但沈红五等/

+

0研究报道#下肢静脉与上肢静脉

置管途径比较#具有操作过程简单)安全)耗时少)穿刺成功率

高)异位发生率低等优点#在出血量)留置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

与上肢静脉相似#在上肢静脉血管条件较差时#可尝试选择下

肢静脉*

'$/

!

导管末端位于上腔静脉的最佳位置是上腔静脉下
!

"

#

段

到上腔静脉与右心房连接处#下腔静脉是位于胸部的下腔静

脉#高于膈肌水平位置*因新生儿上腔静脉长度为
!$)

!

"$#

;>

#平均$

!$(e&$#

&

;>

#

!

个月体质量增长
&$%

!

!$&P

E

#身高

增长
#

!

);>

*因此对于新生儿#特别是极低体质量儿在进行

ZUWW

操作时#尽量将导管末端定位于上腔静脉中下段#以防止

当导管末端位于上腔静脉入口处时因身体长轴的自然生长而

导致导管移位/

)

#

'

0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使用时间比较#导管尖端位置位于上腔

和下腔静脉的患儿导管使用时间较长#但导管尖端位于锁骨下

静脉与上腔静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其临床

指导意义为!因为送管到达锁骨时容易发生送管困难#这与此

处静脉较狭窄的解剖特点有关#此处汇聚了锁骨下静脉与颈内

静脉汇合处的静脉角和胸廓内静脉与头臂干静脉形成的夹角#

且位于第
!

肋的外缘)胸锁关节后方#一旦导管穿过此处#能顺

利到达上腔静脉/

'

0

*如果发生送管困难#此时放松患儿手臂及

肩胛部#稍后退导管后再送管#必要时可以用
!&>Q

注射器抽

!L

"

>Q

肝素生理盐水脉冲式冲管#边冲管边送管*但反复送

管均不能通过此段时#切忌不能强行送管#将导管后退
!;>

在

能够顺利抽到回血的部位固定#也能为患儿的静脉营养治疗提

供一条有效的静脉通道*

综上所述#上肢静脉是新生儿
ZUWW

置管的首选#而上腔

静脉是新生儿
ZUWW

导管尖端的最佳位置#因为上腔静脉血流

量大)速度快#通过导管进入上腔静脉的药物被快速稀释#具有

使用时间长)静脉炎发生率低的优点#但置管过程中如果发生

送管不顺利#切忌反复和强行送管#保留导管尖端位于锁骨下

静脉也是一种正确而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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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给药方式对放射性核素**>

0;/Y..

下肢深静脉显像质量的影响%方法
!

利用单光

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

[ZRW0

$进行下肢深静脉核素显像"

S\T

$!双踝关节上方扎止血带加压后!通过双下肢

足背静脉一次性,弹丸式-推注全部药量和分
#

段推注药量!观察
"

种不同注射方式对下肢深静脉显像的效果%结

果
!

与传统加压后一次性,弹丸式-给药方法比较!加压后分
#

段推注药物的
S\T

图像清晰率更高%结论
!

止血

带加压结合
#

段式药物推注!方法简单&灵活!可明显提高显像质量%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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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静脉造影$

S\T

&是一种诊

断下肢深静脉栓塞的有效)无创伤性方法之一*在临床实践中

发现#不同的放射性核素给药方式对深静脉造影的图像质量有

不同的影响*现比较止血带加压条件下
"

种不同给药方式对

S\T

检查显影效果的影响#并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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