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管收缩更严重#加重
5Z!

#从而使促红细胞生成素

产生减少#造成或加重贫血*

$'

+

)此时
8,,1

系统的

激活还可能使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并进一步加重

5\_

'

5Z!

的严重程度#另外贫血时细胞外液容积增

加#也可加重稀释性低钠血症)这一切都可加速其发

展为
58,1

)

而在心力衰竭患者中#贫血及肾衰竭均可使
S:9

K

I;TS-

水平明显升高#

S:9

K

I;TS-

具有利钠利尿的

作用#使血钠进一步降低)而同时心力衰竭时多种因

素导致血钠降低#低钠血症刺激
8,,1

系统的激活#

进一步加重病情#而刺激
S:9

K

I;TS-

分泌)以上两

种因素恶性循环#使患者病情逐渐加重)加速其发展

为
58,1

)这可能为
S:9

K

I;TS-

与血清钠离子呈负

相关原因)本研究中
58,1

患者相对于非
58,1

的

例数较少#未涉及到更多相关因素分析#这可能对结

果有一定影响#此为该研究局限之处)

综上所述#对于心力衰竭患者#在重视
S:9

K

I;T9

S-

水平的同时也要注意钠离子水平#二者可结合考

虑#及时判断患者发生
58,1

的可能性高低#并积极

纠正低钠血症'贫血'肾功能不全以减少并发症#提高

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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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护理在深静脉导管危重患者中的临床效果"

刘雪英!陈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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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梁看瑶!罗
!

云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区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规范化护理在深静脉导管危重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

选取该院收治的深静脉置管

危重患者
$''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规范

化护理!观察临床护理效果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

观察组穿刺成功率&置管依从性&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导管滑脱率&导管堵塞率&非计划性拔管率&护理纠纷率&疼痛缓解时间&肢体肿

胀缓解时间&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深静脉置管危重患者行规范化护

理!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减少医疗风险的发生!提高置管依从性及置管成功率!护理满意度高!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关键词"中心静脉导管#

!

血标本#

!

静脉穿刺术

中图法分类号"

8(+%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4(**

"

%'$3

$

$.9%(3%9')

!!

深静脉导管是危重患者进行中心静脉压监测'输 液'化疗'血液透析'输血及给予肠外营养不可替代的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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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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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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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途径#由于临床应用时间较长#较易发生相

关感染#影响留置导管时间#增加置管风险)因此#采

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规范化护理#对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减少患者生命财产的损伤#降低医疗风险事

件发生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

+

)本文对深静脉置管采

集血标本的危重患者实施规范化护理#效果满意#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收治的经深静脉导管采集血标本的危重患者
$''

例)

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U

(&$*

&岁%置管时间
43

!

$*%<

#平均$

$%.&$3U*&.)

&

<

)纳入标准*

%

+

!$

$

&均行深静脉置管治疗%$

%

&无置管

禁忌证%$

)

&无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

(

&知情同意并

参与研究)排除标准!$

$

&血管畸形%$

%

&凝血系统功

能障碍%$

)

&精神障碍或滥用药物%$

(

&严重皮肤损伤)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置管时间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进行规范化护理)$

$

&成立规范化护理小组)参考

,血管内导管相关感染的预防与治疗指南-

*

)

+

#由护士

长'责任护士及经验丰富的护士组成一支深静脉导管

护理管理小组#加强相关知识培训和技能考核#识别

及防范护理风险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护理风险)$

%

&

完善规章制度)综合医院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

护理方案#落实消毒隔离制度#建立系统而完善的护

理措施#完善工作流程#降低意外风险事件的发生*

(

+

)

$

)

&定期巡视)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使用专业

手部消毒液#保持手部卫生#避免感染%定期抽取血液

进行生化分析#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

+

)$

(

&置管护理)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穿无菌衣#充分消毒患者皮肤%穿

刺部位加强消毒处理#使用
%2

氯己定消毒#

)

次"天#

穿刺点使用无菌贴膜覆盖#每天更换一次#贴膜采用

透明式#方便观察*

.

+

)$

*

&封管和冲管护理)输液完

毕后进行脉冲式冲洗#采用生理盐水
%'JP

#防止液

体残留导致导管堵塞#推注
*JP

肝素盐水#推注同时

进行正压封管)$

.

&导管接口护理)每周定期更换输

液接头#如果接头内存在残留液体#立即更换接头%输

液接头横截面进行消毒#或者对环状螺旋处使用
+*2

的乙醇进行消毒#完全变干后方可连接输液头*

+

+

)

$

+

&导管固定护理)导管应呈
X

型摆放#并应用透明

敷料固定#将敷料压牢#降低导管张力#防止导管脱落

或滑脱)出汗较多者用
%

条无菌胶带在距穿刺点
%

?J

处固定#无菌纱布覆盖)$

3

&并发症护理)

+

血流

感染!置管严格无菌操作#穿刺部位严格消毒#定期更

换透明贴膜)

,

血栓或气栓!每
*B

冲管
$

次#每次冲

入肝素盐水
%JP

)

-

出血!固定好患者肢体#防止烦

躁不安患者脱落导管#发生出血#严重者给予镇静剂)

4

静脉炎!评估插管动脉血液循环情况#减少穿刺次

数#避免动脉损伤#穿刺时应稳'轻'柔'准*

3

+

)

$&'

!

观察指标
!

$

$

&临床指标!一次性穿刺成功率'

置管依从性'导管堵塞'导管滑脱率'满意度及护理纠

纷发生情况)满意度采用医院调查问卷#总分
$''

分#

%

4'

分为满意)$

%

&并发症!血流感染'血栓及静

脉炎发生率%疼痛缓解时间'肢体肿胀缓解时间)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3&'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LU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比较
!

观察组置管依从性'

穿刺成功率'满意率高于对照组#非计划性拔管发生

率'导管滑脱率'导管堵塞'护理纠纷发生率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

)

#

2

$'

组别
)

穿刺成功 置管依从性 导管堵塞 导管滑脱 非计划性拔管 护理纠纷 满意

观察组
*' (*

$

4'&''

&

(3

$

4.&''

&

%

$

(&''

&

)

$

.&''

&

%

$

(&''

&

'

$

'&''

&

(.

$

4%&''

&

对照组
*' )*

$

+'&''

&

(%

$

3(&''

&

4

$

$3&''

&

$'

$

%'&''

&

3

$

$.&''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表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及疼痛缓解时间等比较

组别
)

血流感染

*

)

$

2

&+

血栓

*

)

$

2

&+

静脉炎

*

)

$

2

&+

总并发症

*

)

$

2

&+

疼痛缓解时间

$

<

#

LUF

&

肢体肿胀缓解

时间$

<

#

LUF

&

观察组
*' $

$

%&''

&

$

$

%&''

&

)

$

*&''

&

*

$

$'&''

&

(&$%U'&*% )&*%U'&%)

对照组
*' 4

$

$3&''

&

3

$

$.&''

&

$$

$

%%&''

&

%3

$

*.&''

&

.&43U'&*4 *&43U'&(*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

PFHQC<5D=E

!

,@

"

@>A%'$3

!

R;D&$*

!

S;&$.



续表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及疼痛缓解时间等比较

组别
)

血流感染

*

)

$

2

&+

血栓

*

)

$

2

&+

静脉炎

*

)

$

2

&+

总并发症

*

)

$

2

&+

疼痛缓解时间

$

<

#

LUF

&

肢体肿胀缓解

时间$

<

#

LUF

&

A

"

!

%

+&$$$ *&43) *&)$. %)&4%. %*&+$* )(&(%'

" '&''3 '&'$( '&'%$

$

'&''$

$

'&''$

$

'&''$

/&/

!

两组患者并发症'疼痛缓解时间'肢体肿胀缓解

时间比较
!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肢体肿胀缓解时

间'疼痛缓解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

!

讨
!!

论

!!

深静脉导管具有操作简单'费用小'创伤小等优

势#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是置管操作是侵入性操

作#易发生溶血'感染'血栓'血液稀释'液体外渗'管

道阻塞等并发症#延长住院时间#降低治疗效果#影响

预后*

4

+

)深静脉导管患者护理风险较大#也是造成护

患纠纷的关键点)加强深静脉导管护理工作的规范

性#有助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置管风险#提高护

理质量)

规范性护理能够促进各个护理环节的顺利衔接#

提高护理工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

)成立工作小组#

系统培训医护人员#掌握导管护理的相关知识#保证

了护理工作顺利开展%做好导管观察'维护#并加以督

导#及时发现护理过程存在的问题#有助于降低并发

症发生率%置管时#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更换输液接头

加强了细菌和血液的清理)在规范性护理过程中#认

真消毒穿刺点附近的皮肤#选择透气性好'透明的贴

膜#定期更换贴膜#以及规范了推注方法'冲洗导管方

法#加强了规范性操作#降低了导管堵塞发生率*

$$

+

%采

用
X

形导管固定#降低导管脱管风险*

$%

+

%加强对患者

入院时血管保护'评估'置管管理等#以上措施均提高

患者自护能力#增强患者依从性#积极配合治疗)

本研究中#观察组穿刺成功率'置管依从性'满意

率高于对照组#导管堵塞率'导管滑脱率'非计划性拔

管发生率'护理纠纷率'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观

察组疼痛缓解时间'肢体肿胀缓解时间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规范化护理#

可使护理工作更为规范#使护理质量提升#从而提高

置管效果#降低置管风险)

综上所述#规范化护理应用于深静脉导管采集血

标本危重患者#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提高患者置管依从性及置管成功率#促进护患关

系#减少医疗纠纷事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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