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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造口袋应用在大量腹腔积液患者腹腔穿刺后持续积液渗漏的临床效果&方法
!

对
1@

例

重度腹腔积液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观察组腹腔穿刺术后在穿刺点局部采用造口袋引流法!对

照组采用传统的多层纱布加腹带包扎法!对两组穿刺局部皮肤损伤的发生率!皮肤损伤发生时间!损伤程度及患者

的舒适程度进行比较&结果
!

观察组腹腔穿刺处皮肤损伤的发生率'发生时间及损伤程度均低于对照组"

"

%

0/0?

%!且患者的舒适程度提高"

"

%

0/0?

%&结论
!

造口袋应用在大量腹腔积液患者腹腔穿刺后能减少穿刺局部皮

肤的损伤!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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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原因所致的大量腹腔积液是临床难症之一*大量腹

腔积液可造成患者腹胀及饮食呼吸与行动困难#严重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及预后#并可增加腹腔感染-肾衰等并发症的风险+

-

,

*

为了减轻患者腹腔积液症状#临床上大量腹腔积液的患者常需

进行反复的腹腔穿刺以进行诊断治疗#但该类患者由于腹腔积

液压力大-腹壁脂肪层薄-反复穿刺经常发生穿刺点腹腔积液

渗漏*临床上常采用多层纱布加腹带包扎来处理腹腔穿刺处

腹腔积液的持续外渗#但仍不能有效控制积液外渗#常需反复

更换浸湿的纱布+

-7.

,

*由于腹部膨隆-抵抗力差-反复换药更换

纱布-胶布撕拉及换药不及时等原因#往往容易引起患者穿刺

处局部皮肤破损#局部组织和腹腔感染*尤其是乙型肝炎的肝

硬化失代偿期腹腔积液是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渗出的腹腔积

液极易污染环境和交叉感染+

.

,

*造口袋目前临床主要应用于

人造肛门患者#造口袋底板含水胶体皮肤保护剂保护患者皮

肤#造口袋袋体收集粪便避免局部皮肤受到排泄物的浸渍+

;

,

*

作者将造口袋应用于处理腹腔穿刺术后患者#能够减轻局部皮

肤损伤#有利于腹腔积液患者腹腔穿刺术后的康复*现报道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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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0-;

年
-

"

--

月在本科住院的肝硬化

大量腹腔积液的患者
1@

例#其中肝硬化腹腔积液
;@

例#肝硬

化合并肝癌腹腔积液
Z

例#原因不明腹腔积液
.

例*按照国际

腹腔积液协会定义的诊断标准#主要临床表现为极度乏力-食

欲明显减退-恶心呕吐-腹胀-腹痛-双下肢水肿-尿量减少+

1

,

*

腹腔积液程度按文献+

?

,标准#均为重度腹腔积液$肝前区出现

无回声区&*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腹腔积液程度及急性生

理与慢性健康评分$

4*4,)T

%

&比较+

@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0/0?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

HY!

或
,

'

组别
,

年龄$岁& 男 女 体质量$

[

%

& 腹腔积液程度$

LL

&

4*4,)T

%

评分$分&

观察组
.; 1A/BY./0 .. - ?B/ZAY-;/.1 BZY@ 1Z/-AYZ/0-

对照组
.; ?0/-Y./- .0 ; @0/-.Y-./B- BAYA 1A/B1YA/Z?

$//

!

方法
!

对照组腹腔穿刺后#于穿刺点局部采用传统的多 层纱布加腹带包扎方法*观察组患者腹腔穿刺后嘱患者平卧#

)

A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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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将腹腔穿刺侧肢体朝上#再次消毒穿刺点局部*根据穿刺点的

位置-大小选择一件式泌尿造口袋#戴无菌手套取出造口袋#关

紧造口袋引流出口#撕开造口袋粘贴面纸#将造口袋的中心对

准穿刺点#仔细将造口袋粘贴面与患者皮肤完全密封粘贴#保

持造口袋引流出口朝下#将渗出的腹腔积液引流至造口袋内#

用皮肤保护膜保护穿刺局部皮肤#避免皮肤受渗出液的刺激*

根据需要及时倾倒渗出液#并记录液体量及性状*

$/'

!

观察指标
!

记录两组皮肤损伤发生率-皮肤损伤发生时

间$腹腔穿刺后至穿刺点及周围皮肤出现损伤的时间&-皮肤损

伤严重程度评分-患者的舒适度*其中皮肤损伤严重程度评分

参照美国国家压疮专家组设计的压疮愈合计分表+

A

,

#分值愈

高#皮肤损伤愈严重#见表
.

*患者舒适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

R4X

&测评患者对腹腔穿刺术后的感受+

Z

,

*

0

"

.

分为舒

适#

$

.

"

1

分为轻度不适#

$

1

"

@

分为中度不适#

$

@

"

Z

分为

重度不适#

$

Z

"

-0

分为极重度不适*

表
.

!

压疮愈合计分表

计分项目 计分内容 得分标准$分&

伤口面积$

GL

.

&

0/0 0

%

0/; -

0/;

"

0/@ .

$

0/@

"

-/0 ;

$

-/0

"

./0 1

$

./0

"

;/0 ?

$

;/0

"

1/0 @

$

1/0

"

Z/0 A

$

Z/0

"

-./0 Z

$

-./0

"

.1/0 B

$

.1/0 -0

.1E

渗液量$

L+

& 干燥无渗液
0

%

? -

?

"

-0 .

$

-0 ;

伤口组织类型 闭合
0

表浅并有上皮组织生长
-

清洁并有肉芽生长
.

有腐肉但无坏死组织
;

有坏死组织
1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XX-A/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H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和非参数
<:(:$

检验#以
"

%

0/0?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腹腔穿刺处皮肤损伤发生率比较
!

观察组患者腹腔

穿刺处皮肤损伤总发生率为
.@/0Ẑ

$

@

"

.;

&#迟于对照组的

B?/@?̂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

两组腹腔穿刺处周围皮肤损伤发生时间比较
!

观察组发

生皮肤损伤的时间为$

;/?BY0/?0

&

(

#低于照组发生皮肤损伤

的时间$

-/.?Y0/;.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

两组腹腔穿刺处皮肤损伤严重程度评分
!

观察组皮肤损

伤严重程度评分为$

-/..Y-/0.

&分#低于对照组的$

@/0.Y

1/.B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1

!

两组患者舒适度比较
!

观察组患者舒适度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腹腔穿刺术后舒适度比较%

,

'

组别
9

自觉舒适 轻度不适 中度不适 重度不适 极重度不适

观察组
.; -0 B 1 0 0

对照组
.; . 1 -? . 0

'

!

讨
!!

论

大部分腹腔积液患者是乙型肝炎肝硬化腹腔积液患者#渗

漏的腹腔积液中含有乙肝病毒#如不能有效地处理#渗漏的腹

腔积液有可能造成医院内交叉感染*使用造口袋管理持续的

腹腔渗液后#减少院内交叉感染的概率*同时#使用造口袋患

者能更好地参与病友间的交流和进行日常活动#维护了患者的

自尊#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传统的多层纱布加腹带包扎法#

医务人员需频繁的更换敷料#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和资源

的消耗*而使用造口袋#减少了换药次数#减轻了医务人员的

工作量*

造口袋将渗漏腹腔积液引流至造口袋内#减少了腹腔积液

对局部皮肤的持续刺激#有效地降低了皮肤破损和穿刺局部的

感染*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在穿刺处周围皮肤损伤发生率#发

生时间#损伤严重程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传统的多层纱布加腹带包扎#医生由于担心腹腔积液

渗漏#常过紧地使用腹带包扎患者腹部#造成患者呼吸困难#腹

部有压迫感#穿刺局部皮肤的不适#造口袋的使用较好地解决

了患者在这些方面的不适*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舒适度比

较#观察组也明显高于对照组$

"

%

0/0?

&*

综上所述#针对腹腔穿刺后腹腔积液渗漏较多的患者使用

造口袋收集腹腔积液较传统的多层纱布加腹带包扎法#能更好

地保护穿刺部位皮肤#提高患者舒适度#避免交叉感染#节约护

士人力资源-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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