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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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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基于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

Q8[3

$理论护理对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6499

$

置管后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就诊于该院的恶性肿瘤患者共
:*

例作

为研究对象!

:*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所有患者均行
6499

置管化疗!化疗期间给予对

照组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基于
Q8[3

理论护理!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

两组失

效模式的危急值"

#62

$比较!试验组均低于对照组"

"

$

-+-(

$!提示对照组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的风

险明显高于试验组#深静脉血栓及其他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试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

$

-+-(

$#护理干预前!两

组患者血管扩张反应"

Q8=

$&内皮微粒"

[89A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护理后对照组
Q8=

水

平均明显低于护理前和试验组"

"

$

-+-(

$!

[89A

明显高于护理前和试验组"

"

$

-+-(

$#护理总满意率比较!试

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结论
!

给予
6499

置管患者基于
Q8[3

理论护理!可明显降低深静脉血栓等

并发症发生率!减少患者血管损伤!提升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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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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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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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外周穿 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是一种从周围静脉导入且末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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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心静脉的深静脉置管技术'

6499

主要在手臂

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头静脉等外周静脉进行穿刺#

然后插管#将管的末端置放在上腔静脉或锁骨下静脉

这些中心大静脉处(

'

)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行

6499

置管#对恶性肿瘤患者来讲#化疗是最常用也是

最重要的治疗方法#很多化疗药物都是通过静脉输

入#但如果使用的化疗药物具有腐蚀性和刺激性#一

旦外渗#将引起较为严重的后果#如血管炎*皮肤及软

组织溃疡*感染等(

*

)

'另外有的化疗药物需要持续

'

"

*N

或更长的给药时间#普通输液通道几乎很难做

到#而且易出现危险#因此建立高质量的静脉通道非

常重要(

,

)

'

6499

置管有效避免了以上问题#还能有

效保护患者血管和皮肤组织#减少了反复静脉穿刺给

患者带来的痛苦#对提升恶性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有

重要意义(

%

)

'但
6499

也有一定的并发症风险#最常

见和最严重的为深静脉血栓#当血液持续淤积在外周

血管中#引发周围组织水肿后#将对周围神经产生较

大刺激#引发疼痛*肿胀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大量

血液凝结*淤积在静脉腔内#患者可能并发感染%血栓

脱落还可引起肺栓塞#威胁患者生命安全'因此#如

何降低
6499

置管患者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是当前临床

学者研究的重点(

(

)

'目前临床
6499

置管患者多采用

常规护理干预#但往往达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本研

究试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基于失效模式

与效应分析$

Q8[3

&理论护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

例恶性肿瘤患者#将其分为试验组

$

%'

例&和对照组$

%'

例&#所有患者均行
6499

置管化

疗'

:*

例患者中#男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_*+';

&岁%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_%+*'

&岁%疾病类型!乳腺癌
,%

例*肺癌
*.

例*食管癌
'(

例*其他
;

例'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

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制订的,深静脉血栓形

成的诊断和治疗指南$第
*

版&-

(

;

)中对深静脉血栓诊

断'纳入标准!$

'

&均行
6499

置管化疗%$

*

&自愿参与

本次研究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

&未伴有严重心*

肺等脏器衰竭'排除标准!$

'

&拒绝行
6499

置管#拒

绝参与本次研究或未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

&伴有

严重脏器功能衰竭%$

,

&并发严重病毒性肝炎*梅毒*

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

%

&并发严重精神类疾病#神志

不清#配合度差%$

(

&并发严重凝血功能异常或其他血

液性疾病'向所有患者及家属详细讲解研究内容#同

意参与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后开展研究'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

!

方法
!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具体内

容包括!常规定期换药*进行
6499

置管维护*对患者

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预防感染#护理期间指导患者

开展适当肢体运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向患者及家

属讲解
6499

置管期间的护理注意事项#发现异常后

及时通知医师处理'试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

基于
Q8[3

理论护理#具体内容!$

'

&建立护理小组#

至少由
%

名护理人员组成#

'

位专科护士担任组长#每

位组员事先均接受过
Q8[3

培训#能熟练掌握

Q8[3

相关护理操作及评估方法#由组长带头共同制

订针对性的护理方案'$

*

&失效模式确定#详细调查

每例患者病历资料#尤其针对护理期间发生过深静脉

血栓的患者#在
Q8[3

理论基础上为患者制订管理

流程图'流程图内容为!患者基本情况评估
.

置管前

准备
.

置管中护理
.

冲*封管
.

健康教育
.

日常管

理'$

,

&分析发生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的原因及概

率#查阅国内外资料#分析哪些因素会导致患者并发

症风险增高#并根据每例患者的实际情况#将
6499

置

管过程中各项流程记录在
Q8[3

风险分析表中#由

护理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计算危急值$

#62

&#

#62D

影响严重性$

e

&

X

失效模式出现频率$

C

&

X

探测失效

水平$

=

&'

#62

越高#表示失效风险即并发症发生概

率越高'对患者因素#导管因素#置管操作因素#冲*

封管操作#健康教育及置管后管理
;

项日常护理失效

模式进行
#62

计算'根据
#62

制订改进措施#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试验组

$

)D%'

&

对照组

$

)D%'

&

5

"

!

*

"

年龄$

F_B

#岁&

;-+,%_,+%' (&+::_,+.% -+(:* -+(;*

病程$

F_B

#年&

-+:%_-+(, -+:-_-+(( -+,,( -+.,:

784

$

F_B

#

W

H

"

!

*

&

*'+.;_*+%, *'+:-_*+,- -+-.. -+&,&

男(

)

$

`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

&

-+'&(-+;(&

已婚(

)

$

`

&)

,&

$

&(+'*

&

%-

$

&.+(;

&

-+,%;-+((;

表
*

!!

6499

置管患者生静脉血栓形成的
Q8[3

失效模式 原因分析
C = e #62

应对措施

基本评估
'+

年龄偏大%

*+

不良生活习惯%

,+

凝血功能

异常%

%+

既往病史*用药史
. : & (-%

'+

改善不良生活习惯%

*+

积极治疗原发疾病%

,+

加强护

理人员培训工作#强化疗效评估#日常监测工作

导管因素 型号不匹配
( . : *:-

根据留置血管大小选择导管型号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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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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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6499

置管患者生静脉血栓形成的
Q8[3

失效模式 原因分析
C = e #62

应对措施

置管
'+

进针操作不规范%

*+

末端放置不当
. . ; *&%

'+

压迫式进针#遵照操作规范进行%

*+

在心电图引导

下行置管操作

冲*封管
'+

发生静脉回血%

*+

氯化钠冲管不及时%

,+

封管操作失误
. ; ( *'-

'+

化疗过程中安排专人监测患者血流变化情况%

*+

要

求护理人员熟练掌握
6499

置管操作及冲管规范

健康教育因素
'+6499

置管了解较少%

*+

置管肢体功能锻

炼较少
; . . *&%

'+

重点加强
6499

置管健康教育#突出教育内容及层

次%

*+

置管后定期指导患者开展功能锻炼

置管后日常护理
'+

病情变化发现不及时*沟通不足%

*+

置管

肢体护理欠佳
; : ; *::

'+

培养护士沟通能力#加强护患交流%

*+

住院期间安

排专人定期巡视病房#加强置管肢体保暖

$+'

!

观察指标
!

计算两组患者日常护理过程中各失

效模式
#62

并比较%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判断

两组患者
6499

置管期间发生深静脉血栓的概率%

6499

置管取出后
,N

#使用本院自制满意度评分表对

所有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共
,-

项#每项
-

"

,

分#

-

分表示不满意#

,

分表示满意#总分
&-

分#

.(

"

&-

分为满意#

%(

"

.%

分为基本满意#

$

%(

分表示不满

意#护理总满意率
D

满意率
c

基本满意率'

6499

置

管取出后
,N

#测定两组患者血管扩张反应$

Q8=

&和

内皮微粒$

[89A

&功能#评估其血管内皮弹性及血管

损伤程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6ee'&+-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F_B

表示#采用
5

检验%计数资

料以百分比$

`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
#62

比较
!

6499

置管结束后#比较两组

失效模式的
#62

#试验组各项数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

-+-(

&#对照组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的

风险明显高于试验组#见表
,

'

表
,

!!

两组
#62

比较结果$

F_B

%

类型 试验组$

)D%'

& 对照组$

)D%'

&

5 "

患者因素
.%+;;_:+'* '*-+,(_',+(( ':+(*- -+---

导管因素
.(+%;_:+;* ',%+'(_'(+.' *-+&.* -+---

置管操作因素
.'+%%_:+;. '',+'*_'*+%* '.+;*- -+---

冲*封管操作
;.+::_.+&* &:+%'_'-+-' '(+,'( -+---

健康教育
:%+;;_:+%- ',%+%%_'%+(. ':+&(, -+---

置管后管理
;&+.;_&+%: '-:+;;_''+*- ';+&.( -+---

/+/

!

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
!

6499

置管期间#试验

组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及其他并发症的概率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

!

护理前后血管内功能检测对比
!

护理干预前#

两组患者
Q8=

*

[89A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护理后对照组
Q8=

水平均明显低于护

理前和试验组$

"

$

-+-(

&#

[89A

水平明显高于护理

前和试验组$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结果

组别
)

感染(

)

$

`

&) 导管堵塞(

)

$

`

&) 静脉炎(

)

$

`

&) 深静脉血栓(

)

$

`

&) 其他(

)

$

`

&) 总发生率$

`

&

试验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Q8=

'

[89A

水平比较结果$

F_B

%

组别
)

Q8=

$"

#

<

&

护理前 护理后

[89A

$

`

&

护理前 护理后

试验组
%' :-&+,,_&:+-' '%*,+;;_'('+%.

"

(+-'_-+:: ,+*;_-+%,

"

对照组
%' :'-+*%_&.+&( .-,+((_:;+.&

"

(+-&_-+&- ;+-,_-+&*

"

5 -+-%* *;+%', -+%-. '.+%;(

" -+&;. -+--- -+;:( -+---

!!

注!与护理前相比#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1

!

护理满意度比较
!

拔管后进行护理满意度调

查#结果显示试验组护理总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

&#见表
;

'

表
;

!!

试验组与对照组护理总满意率比较

组别
)

满意

(

)

$

`

&)

基本满意

(

)

$

`

&)

不满意

(

)

$

`

&)

总满意率

$

`

&

试验组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

近年来#

6499

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频繁#

6499

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其操作较为简单#参加过
6499

置管相关培训且被证实具备临床置入技术的操作者

基本都能完成(

.

)

'相较于传统穿刺技术#

6499

导管

的使用明显减少了静脉穿刺的次数#为患者的治疗提

供了一个更安全的静脉通路#减少了导管穿刺相关性

气胸及大血管穿孔的风险#明显降低了患者的精神压

力(

:

)

'置入方法及维护对
6499

尤为重要#研究表明#

置入操作正确且维护良好的
6499

并发症发生率显著

低于其他通路装置(

&

)

'但调查发现#

6499

患者发生

深静脉血栓的概率较高#且多数无明显症状#

6499

相

关深静脉血栓涉及部位包括上肢深静脉*颈内静脉*

腋静脉及锁骨下静脉等#若治疗不及时#可引起肺栓

塞*血管闭塞*上腔静脉综合征等#对患者生命安全造

成威胁(

'-

)

'

Q8[3

的定义为分析失效产品#寻找流程中的失

效模式#鉴定其失效原因#分析各项失效模式会对系

统产生何种影响%失效分析即找出零组件或系统的潜

在弱点#提供给设计*制造*品保等单位而采取可行之

对策(

''

)

'简单来讲#可以将
Q8[3

看作一组系统化

的活动#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评估*发现产品生产过程

中潜在的失效及失效效应#并探寻如何避免或减少这

些失效效应的发生'

Q8[3

的优点较为明显!$

'

&能

在早期设计阶段#协助选定设计替换方法#以提高产

品的可靠度和安全性(

'*

)

'$

*

&所有可能的失效模式及

其效应都已考虑清楚#生产作业更加顺利(

',

)

'$

,

&能

清楚了解*掌握潜在失效模式发生的原因及对应的效

应大小'本研究试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

基于
Q8[3

理论护理#护理期间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明显降低#护理满意度也得到明显提升'

Q8[3

应用

于临床护理中#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风险管理分析模

式#它能系统性*前瞻性地对护理过程中的风险进行

评估和分析#并预估护理流程中可能出现的失效模

式#提前做好预防*改进计划#有利于降低或消除风

险(

'%$';

)

'周芳等(

'.

)为寻找
6499

置管操作及为护理

中的失效模式和潜在风险#给予收治的
'**

例患者行

6499

置管
Q8[3

护理#计算
#62

#对优先风险数值

的失效模式进行分析并制订了针对性的防范措施#结

果发现#行
Q8[3

护理干预后#

6499

置管操作及维

护中所有失效模式
#62

均显著降低#

6499

置管成功

率明显提升#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一次

性置管成功率超过
:(̀

#得出结论!

Q8[3

护理应用

于
6499

置管护理中#能明显提高护理人员的置管技

术#降低
6499

并发症发生率#对提高护理质量有重要

意义'吴丽芬等(

':

)以
Q8[3

理论为基础#为收治的

所有
6499

置管患儿制订了安全管理方案#并对
6499

期间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进行了评估#选择其中失效

模式优先风险数值最高的
;

项因素#针对性制订完善

的安全管理措施#建立安全管理模式#结果发现#安全

管理措施建立完善后#

6499

患儿
#62

较之前显著降

低#

6499

置管期间多种并发症发生率及非计划拔管

率明显降低#得出结论!以
Q8[3

理论为基础评估各

项风险因素#根据评估结果建立完善*健全的管理模

式#可有效降低患儿
6499

置管期间并发症发生率及

非计划拔管率'以上两位学者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

论基本相同#可证明本次研究的准确性'

Q8[3

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对失效模式的严重程

度和频度进行风险评估是其工作的主要目的#通过量

化指标筛选出风险最高的多项失效模式#并制订预防

措施加以控制#将风险因素消除在萌芽中或降低到可

以接受的范围(

'&

)

'

Q8[3

原理适用于多种管理体系

中#应用在临床医疗方面#可有效提高质量*可靠性和

安全性#使用各种方法评估可能产生失效的过程*设

计*服务等#持续降低了失效模式发生的频度和影响#

防止现存或潜在的失效对患者产生影响%能量化失效

优先度#提供设计*过程变更的文件记录%可在风险因

素失效发生前进行评估#更早发现潜在问题#实施相

关前期措施#增强团队凝聚力#发挥团队的力量促成

更全面及系统的问题分析#更容易辨别改进点(

*-

)

'

综上所述#给予
6499

置管患者
Q8[3

护理#可

明显降低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发生率#减少患者血管

损伤#提升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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