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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导管在急性胰腺炎患者静脉输液治疗中的临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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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
0444/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中长导管在急性胰腺炎患者静脉输液治疗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

选取
+4/1

年
/4

月

至
+4/A

年
-

月收治的急性胰腺炎患者
+40

例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

组!每组各
3A

例!进行静脉输

液治疗%

(

组采用中长导管!

S

组采用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

:<66

$!

6

组采用留置针%观察比较
-

组

患者有效留置时间&静脉炎发生率!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出院问卷调查满意度%结果
!

-

组患者有效留置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241

$#

(

组和
S

组患者静脉炎发生率明显低于
6

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4241

$#

(

组患者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和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明显低于
S

组和
6

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4241

$#

(

组患者满意度高于
S

组和
6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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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使用中长导管对

急性胰腺炎患者静脉输液治疗!置入操作简便!并发症少!是较好的静脉治疗方法!值得推广%

关键词"中长导管#

!

急性胰腺炎#

!

留置时间#

!

感染率#

!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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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的治疗手段以静脉输液治疗为主#输

液的目的包括抗休克+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解痉+

止痛+抗感染等#液体总量大+种类多#是急性胰腺炎

患者成功治疗的基础)

/

*

(选择一种最合适的静脉输

液治疗导管为患者提供一种更安全+方便且经济实用

的补液治疗途径#进行早期有效液体复苏#降低胰腺

坏死的风险和程度#对患者之后顺利进行静脉用药治

疗#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

*

(本研究选取
+40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静脉补液导管采用中

长导管+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

:<66

&+留置

针
-

种方式#对临床治疗效果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
+4/1

年
/4

月至
+4/A

年
-

月急

性胰腺炎患者
+40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重庆市涪陵中

心医院消化内科患者
/41

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

*+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

月第
/3

卷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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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消化内科患者
**

例(纳入标准!符合
+4/-

年版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断标准%年龄
'

/A

周岁%起病急%预

计住院时间
'

7C

%不伴其他严重的急慢性疾病或精神

心理问题%患者知情同意#并具有语言的理解和表达

能力(排除标准!病情轻#预计住院时间小于
7C

者%

严重的急慢性疾病或精神心理疾病患者%认知障碍

者%不能配合完成调查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

为
(

+

S

+

6-

组#每组
3A

例(

(

组采用中长导管静脉

输液%

S

组采用
:<66

静脉输液%

6

组采用留置针静脉

输液(

$2/

!

方法
!

中长导管穿刺步骤!$

/

&血管的选择(选

择粗直+弹性好+无静脉瓣+易于固定+活动方便的血

管(一般选用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头静脉($

+

&患

者的准备(使用导管前向患者及家属做好解释工作#

介绍中长静脉导管的优缺点#使其了解+认识中长静

脉导管及其留置的必要性#以取得配合($

-

&物品的

准备(中长静脉导管+无菌透明敷贴+肝素帽+

+4!8

注射器+生理盐水+无菌包
/

个$内放治疗巾
+

块+无

菌纱布
+

块+棉球+镊子等&#无菌手套
/

副#其余物品

同静脉输液($

0

&穿刺部位的准备(穿刺者洗手+戴

手套#视情况清洗穿刺部位的皮肤#穿刺部位铺无菌

治疗巾#使用乙醇和聚维酮碘#以穿刺点为中心#上下

直径
+4#!

#两侧至臂缘#采用擦拭法消毒#自然待干(

$

1

&操作要点(穿刺前应对血管进行评估#了解静脉

走向(避免在已变硬或曲张静脉部位#曾有渗漏+静

脉炎+感染及血肿发生部位+手术同侧肢体和患侧肢

体等部位穿刺(穿刺时针尖与皮肤成
/1i

#

-4i

直刺

血管#见回血后再进入少许#保证针头斜面全部进入

血管(松开止血带#左手固定穿刺针#右手在保护套

外将导管沿穿刺针针芯送入血管内(将穿刺钢针沿

着导管退出皮肤#止血(撤出导管内导丝#连接
+4

!8

注射器抽回血#用生理盐水进行脉冲式冲管#以连

接肝素帽+连液体+固定(留置针和
:<66

操作步骤均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静脉治疗规范操作

流程执行(

$2'

!

观察指标
!

-

组患者的有效留置时间+

-

组患者

静脉炎的发生率(静脉炎诊断标准依据美国静脉输

液护理学会静脉炎分级标准!

4

级#无临床症状%

/

级#

局部疼痛#红肿或水肿#静脉无条索状改变#未触及硬

结%

+

级#局部疼痛#红肿或水肿#静脉条索状改变#未

触及硬结%

-

级#局部疼痛#红肿或水肿#静脉条索状改

变#可触及硬结(统计
-

组患者导管相关性血流感

染+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以及对
-

组患者出院时发放

问卷#调查比较满意度(

$2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QQ+424

统计分析软件#对

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1hG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

组间比较用
!

+ 检验(以
!

$

4241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2$

!

-

组患者有效留置时间比较
!

(

组+

S

组和
6

组

的有效留置时间分别为$

++244h/2/4

&+$

++2A4h

/2*4

&+$

-237h4203

&

C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270

#

!

$

4244/

&(

/2/

!

-

组患者静脉炎的发生情况比较
!

(

组发生静

脉炎患者共
-

例$

020/B

&#其中
/

级
/

例#

-

级
+

例(

S

组共
-

例$

020/B

&#其中
+

级
+

例#

-

级
/

例%

6

组共

//

例$

/32/AB

&#其中
/

级
-

例#

+

级
1

例#

-

级
-

例(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3*

#

!>

4244*

&(

/2'

!

-

组患者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静脉血栓发生情

况比较
!

(

组+

S

组和
6

组血流感染发生率分别为

/273

"

/444

导管日+

021A

"

/444

导管日和
4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4241

&%

(

组+

S

组和
6

组静脉血栓发生

率分别为
/207B

+

+-21B

和
4244B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4241

&(

/21

!

-

组患者出院时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

(

组+

S

组和
6

组满意度分别为
*02/B

+

A*27B

和
*+23B

#

(

组高于
S

组和
6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241

&(

见表
/

(

表
/

!!

患者出院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0

#

B

$(

组别
0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

组
3A 0+

$

3/2A

&

++

$

-+20

&

0

$

12*

&

S

组
3A +*

$

0+23

&

--

$

0A21

&

7

$

/42-

&

6

组
3A -7

$

1020

&

+3

$

-A2+

&

1

$

72-

&

!

+

123A1 12-*4 02717

! 424/* 424+A 424+*

'

!

讨
!!

论

!!

急性胰腺炎患者早期救治成功依赖有效的液体

复苏治疗#除需要静脉补充晶体外#还需要输注代血

浆制剂胶体及其他药物)

-

*

(患者一般需住院治疗
7

#

0*C

#平均
/3

#

/7C

#属于中短期输液)

0

*

(本研究中
(

组有效留置时间为$

++244h/2/4

&

C

#与相关研究者报

道相似)

1

*

(本研究
-

组患者静脉通路器材中#

(

组费

用相对更低廉(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南指出#中

长导管最长可以留置
0*C

#

:<66

可以更长时间#按照

其指南血管通路的选择,黄金标准-!应基于现有的科

学数据+理论基础+适用性和经济影响#中长导管静脉

输液是最适合急性胰腺炎患者静脉治疗的方法)

3

*

(

急性胰腺炎患者采用中长导管静脉补液#静脉炎

的发生率与使用
:<66

相同#明显低于使用留置针的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241

&(中长导管静脉

炎发生率较低的原因与导管尖端位置有关#其导管尖

端位于头静脉+贵要静脉或腋静脉#血液流速为
/44

#

/14 !8

"

!"J

#高于上臂浅表静脉血液流速
+4

#

04

!8

"

!"J

(较快的血液流速能快速稀释药物#以减少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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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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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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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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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对血管内皮的刺激#从而降低静脉炎的发生)

7

*

(

急性胰腺炎患者采用中长导管静脉补液#导管相

关性血流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
:<66

组的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4241

&(本研究中
(

组穿刺点均

位于上臂#

S

组中穿刺点
1/

例位于颈部#

/7

例位于腹

股沟(人体上臂的毛发相对于头颈部及腹股沟都少

且易清洁#其表皮定植菌相对较少(这也符合
+4//

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预防导管相关性血流

感染指南中的相关数据!中长导管的血流感染发生率

低于
:<66

)

A

*

(

急性胰腺炎患者采用中长导管静脉补液#导管相

关性静脉血栓发生率明显低于
:<66

组的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4241

&(深静脉血栓发生的影响因

素较多#已有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66

导管深

静脉血栓发生率与导管尖端位置有关#与导管留置时

间无关)

*

*

(当
:<66

导管尖端位于下腔静脉下
/

"

-

时#血流量大#静脉血栓发生率低%而尖端位于锁骨下

静脉+腋静脉等其他静脉时#

A-B

患者确诊有静脉血

栓)

/4

*

(本研究中患者所患疾病相同#静脉输液用药种

类相同#然而中长导管尖端位置在腋窝水平或肩下

部#不超过远端腋静脉#故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较低(

急性胰腺炎患者采用中长导管静脉补液#患者住

院满意度略高于
6

组的患者#明显高于
:<66

组的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241

&(分析原因#这与中

长导管静脉补液患者既没有需要反复穿刺的痛苦#导

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导管相关性静脉血栓等并发症较

少有关外#费用低廉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

*

(有调查

数据显示#中短期输液患者#使用中长静脉导管相比

使用
:<66

+中心静脉导管+留置针#患者的费用都更

低廉)

/-

*

(综合以上因素#患者主+客观感受更好#满意

度提高(

综上所述#随着静脉治疗工具的不断更新#静脉

治疗已从一项单纯的护理技术操作发展成为涉及多

学科+多层面的知识与技能)

/0

*

(急性胰腺炎患者病死

率高达
+4B

)

/1

*

#使用中长静脉导管对其静脉补液治

疗#置入操作简便#留置时间合理#静脉炎+导管相关

性血流感染+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低#是既能够满足治

疗需要#并发症少#又减轻患者痛苦且最经济的静脉

治疗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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