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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螺旋
"1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的护理

杨
!

蓉"贵航集团三
$

二医院
"1

室!贵州安顺
!

,(#$$$

$

!!

"摘要#

!

目的
!

明确护理对
(5

排螺旋
"1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重要性%方法
!

记录
#%5

例患者冠状动脉造

影时的护理过程与总结经验%结果
!

#%5

例患者中有
,

例患者因未能屏住气需重做!经重新训练后检查!获得较佳

图像%有
,

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过敏!经及时处理症状得到缓解%结论
!

利用
(5

排螺旋
"1

进行冠状动脉血管造

影检查对临床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护理人员要十分了解该项检查技术的重要特点和临床应用价值!对配

合医技人员做好护理工作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

!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

!

(5

排螺旋
"1

#

!

护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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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4%5,,

"

&$#&

$

$&4$&5$4$&

!!

冠状动脉疾病$

"3P

&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

常见病#其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早期预防及诊断
"3P

可有

效降低本病的病死率)

(5

排螺旋
"1

冠状动脉扫描#具有无

创*安全*快捷#操作简便#易于被患者接受等优点)目前这种

无创性的心脏冠状动脉造影越来越被临床医生接受#已广泛应

用于临床)

(5

排螺旋
"1

冠状动脉造影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

患者的心率#患者在检查中的配合以及扫描方案的选择)而患

者在检查中的成功配合是提高图像质量的关键)作为护理工

作者#在检查前的细致准备和配合医生正确指导患者配合检查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用
(5

排螺旋
"1

对
#%5

例患者诊断或怀疑冠心病和冠心病支架植

入行多层螺旋
"1

冠状动脉造影$

0O"1"3

&)本文就该项检

查的护理问题进行探讨#旨在总结护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

明确
0O"1"3

检查中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行
(5

排螺旋
"1

冠状动脉造影的
#%5

例患者#其中男
##$

例#女
+5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

方法
!

采用
T!

$

/7

.

><O

B

::E

&

(5

排螺旋
"1

扫描仪和

0!P̀ 3P

全自动双筒高压注射器#非离子造影剂碘普罗胺注

射液
#$$-

!

)*

.

#采用静脉团注射#静脉穿刺位置选择正中静

脉或前臂浅静脉血管$最好选择粗*直*弹性好且易于固定的血

管&#采用
#+

!

&$T

的静脉留置针$套管针&#注射流率$

-/

"

;

&

为
$'%-/S

患者体质量$

R

.

&"

#&

#试注射生理盐水
#,

!

&$

-/

#流率较正式注射流率快
$',-/

"

;

#以利于打开静脉通道#

然后试注射造影剂
#,

!

&$-/

#延迟
#$;

后#在主动脉弓根部

同层连续动态扫描
&$

!

)$

层#利用计算机自动算出时间
4

密度

曲线#测出冠状动脉窦区域增强峰值时间#计算出扫描延时时

间#正式用量
$'%-/

"

R

.

#待患者上检查床后#训练其吸气*憋

气#根据机器上智能呼吸键#测定好患者心率稳定时间#在机器

启动预扫描时间内等待心率稳定#到预定时间开始扫描)所有

病例均采用心电门控技术#在
3PL5'5

工作站对冠状动脉及

其分支血管进行最大密度投影#多平面重建#二维曲面重建#血

管仿真内镜重建和容积再现技术)

$''

!

护理
!

(5

排螺旋
"1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是目前
"1

检查

项目中比较先进的技术#它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在检查过程中

护士精心的护理操作和默契的配合是取得检查成功的重要保

证+

#

,

)

$'''$

!

检查前的护理
!

$

#

&认真询问病史$有无对碘造影剂过

敏及甲状腺功能亢进#有无药物过敏史*严重肝肾功能损害*心

脏和循环功能不全*哮喘史&)$

&

&用体贴的语言向患者详细解

释检查目的和注意事项)$

)

&嘱患者扫描前
5>

禁食#扫描前

#&>

内不要饮用含咖啡因类食品如茶和咖啡等#防止心率过

快)$

5

&克服患者的紧张情绪#消除其恐惧心理#取得患者的配

合+

&

,

#并嘱咐患者取下障碍检查的物品$如项链*带金属扣或饰

物的衣服*胸罩等&)$

,

&行碘过敏实验#阴性后同时控制心率)

超过
+$

次"分给予
&,

!

,$-

.

倍他乐克舌下含服#将心率控制

在
*$

次"分以下)如遇有心律不齐或频繁早搏的患者#需在临

床医生指导下控制好心律再行心脏冠状动脉检查)$

(

&检查前

应对患者进行反复的屏气训练#使每次屏气控制在
#$

!

#,;

#

良好的屏气是顺利完成心脏冠状动脉检查的关键因素+

)

,

)患

者在扫描过程中若出现不能屏气#呼吸伪影较大#导致血管出

现中断*移位)这些与心动周期无关#不能通过重建来减少或

消除#对图像质量影响很大#所以确保患者在曝光期间胸腹部

均处于静止状态#并在患者呼气或吸气时观察心率变化)总之

检查前患者准备过程非常重要#准备得是否充分*细致是心脏

检查成败的关键+

5

,

)

$'''/

!

检查中的护理
!

$

#

&备齐用物#将高压注射器安装好生

理盐水和造影剂并排好气#调整在备用状态)$

&

&营造一种放

松的检查氛围使患者尽量放松心情#解除思想顾虑取得合

作+

&

,

)$

)

&患者平卧位在检查床上并连接好心电监护仪及吸

氧#流量为
&

!

5/

"

-78

#同时嘱患者按医生要求练习屏气
#,;

左右+

#

,

)$

5

&给患者预置静脉留置针#选择美国
QP

公司生产

的
#+T3

留置针)$

,

&选择合适的血管$粗*直*弹性好且易于

固定&#并尽量避开关节以减少局部渗漏#尽量做到一次穿刺成

功#避免同一穿刺部位扎两针以上#若穿刺失败应选择另一静

脉再行穿刺#穿刺成功后保证穿刺针头在静脉腔内
#',

!

&@-

以上#且有很好的回血#并用透明胶固定针头)$

(

&在扫描前静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0:E"C78

!

U=8D=A

H

&$#&

!

V6C'%

!

W6'&



脉推注地塞米松
#$-

.

$防止药物过敏&#再进行试注射生理盐

水#试注射时应观察穿刺部位有无肿胀及其他不适#注射造影

剂前告诉患者在注射过程中的正常反应$如!注射后头发胀*发

凉#全身发热#口腔有药味等&#冬季要将造影剂加温至
)(M

以

提高临床耐受性和减轻黏稠度)$

*

&注射时严密观察针头有无

脱出*阻塞或移位#局部皮肤有无肿胀*疼痛和过敏反应#并观

察图像有没有对比剂进入及浓度情况+

,

,

#如有异常应立即停止

注射)

$''''

!

检查后的护理
!

检查结束后#去除心电监护的各种导

联及鼻氧管#嘱患者在候诊室休息至少
)$-78

以上#以观察患

者是否有迟缓过敏反应#如确保无不良反应方可拔除静脉留置

针#嘱患者按压注射针眼
,

!

#$-78

至无出血方可离开#并嘱

患者多饮水以助造影剂尽快排出体外)

/

!

结
!!

果

除了
,

例患者因未能屏住气需重做$经重新训练后检查#

获得较佳图像&#其余患者均获得了满意效果)有
,

例患者有

不同程度过敏#有
&

例患者是检查完出现轻度喉头水肿#给予

地塞米松
#$-

.

静脉推注#非那根
&,-

.

肌肉注射#观察
#$

-78

后症状缓解%有
&

例患者时检查完出现四肢麻木*心悸#立

即给予持续吸氧#地塞米松
#$-

.

静脉推注#肾上腺素
#-

.

静

脉推注#非那根
&,-

.

肌肉注射#

)$-78

后症状缓解%有
#

例在

做试验$优维显
)*$

&

#-/

静脉注射拔针后立即出现荨麻疹#

迅速给予地塞米松
#$-

.

静脉推注#葡萄糖酸钙
#

支
d$'%2

生理盐水
#$-/

静脉推注#

&$-78

后症状自行缓解%有
)

例出

现造影剂外渗#用
&,2

硫酸镁湿敷并抬高患肢#有明显效果)

扫描完后通过重建图像均能显示动脉血管的主干及其主要分

支#达到诊断目的)

'

!

讨
!!

论

(5

排螺旋
"1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是一种无创*经济实惠*

可靠性高的影像诊断技术#对评价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和变异的

诊断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可作

为冠心病早期筛选的检查之一#也可用于冠状动脉支架和桥血

管评价+

#

,

)目前其心电门控技术有两种#即前瞻性门控和回顾

性门控#其在心动周期采集方式有一定区别#前瞻性门控是通

过
`

波触发扫描#当心律不齐时#对少数不规则出现的
`

波可

以漏过不触发采集#对心律不齐的敏感性低于多层螺旋
"1

%

回顾性门控即利用多个不同心动周期中相同的时相$一般是舒

张晚期#此时心脏相对运动幅度较小&的数据进行图像重建+

(

,

)

本院采用的是回顾性门控#但是影响冠脉血管造影成像的主要

因素是心脏搏动和呼吸运动伪影)较快的心率$

%

*,

次"分&

可出现明显的心脏搏动伪影#患者不能在一次屏气中完成检

查#可造成图像不连续)作为护理人员要了解该项检查技术的

重要特点和临床应用价值#对配合医技人员做好护理工作具有

极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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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疗效观察#对于了解病情

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

,

)研究显示#一旦疾病恢复#

"̀ Z

含量迅

速下降#对临床有一个先驱预报作用)

"̀ Z

是急性时相反应

的一个0金指标1

+

*

,

#在创伤*感染*炎症*手术*肿瘤时#

(

!

+>

内即上升#达正常水平的
&$$

倍#非常敏感)呼吸道感染组与

支原体肺炎组#

"̀ Z

结果存在明显差异#提示肺炎支原体感染

导致的免疫损害轻#

"̀ Z

是鉴定呼吸道支原体和非支原体感

染的辅助指标)

068

占白细胞总数的
)2

!

+2

#平均直径在

#,

"

-

左右#呈圆形*椭圆形#内含酸性磷酸酶*芳基硫酸酯酶*

过氧化物酶*溶菌酶*胶原酶等#是一种初级溶酶体#具备杀死

和消化微生物的能力+

+

,

)肺炎支原体组
068

计数明显升高

$

!

$

$'$#

&#说明肺炎支原体感染会导致单核细胞强烈的免疫

反应#以及在吞噬*消化病原体的重要性)支原体肺炎组的

0Z4J

.

0

*

068

阳性率高#与呼吸道感染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同时表明
0Z4J

.

0

与
068

存在联系性)本研

究结果显示#

\@<

减少肺炎支原体肺炎组
\@<

减少和白细胞减

少的发生率较高#与文献+

%4#$

,报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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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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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急性呼吸系统细菌*

0Z

及病毒感染的诊断及

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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