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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讨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术棬旔斿旘旈旔旇斿旘斸旍旍旟旈旑旙斿旘旚斻斿旑旚旘斸旍斻斸旚旇斿旚斿旘棳斝斏斆斆棭送

管中部分撤除支撑导丝对导管异位发生率的影响暎方法暋选择棽棸棻棽年棻月至棽棸棻棾年棻棽月中棻椄棸例适合并同

意行斝斏斆斆置管的恶性肿瘤患者棳随机分为观察组椆棸例暍对照组椆棸例暎观察组在斝斏斆斆置管过程中棳将导管尖

端送至近同侧胸锁关节时棳撤出支撑导丝棽暙棿斻旐棳再继续送至预测总长度棳待斬线确认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

区后撤除剩余后段支撑导丝椈对照组采用常规斝斏斆斆置管方法棳导管送至预测量总长度棳待斬线确认导管尖端位

于上腔静脉区后撤除全部支撑导丝椈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穿刺部位渗漏暍导管堵塞暍静脉炎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棳斬

线胸片观察并统计两组患者导管异位至颈内静脉暍对侧锁骨下静脉暍右心房暍腋静脉的发生率暎结果暋两组

斝斏斆斆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椈观察组导管异位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

结论暋斝斏斆斆送管中部分撤除支撑导丝可有效降低导管异位发生率暎

关键词暋斝斏斆斆椈支撑导丝椈导管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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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经 外 周 静 脉 穿 刺 置 入 的 中 心 静 脉 导 管 术 棬旔斿灢

旘旈旔旇斿旘斸旍旍旟旈旑旙斿旘旚斻斿旑旚旘斸旍斻斸旚旇斿旚斿旘棳斝斏斆斆棭棳广 泛 应

用 于 需 长 期 化 疗 的 肿 瘤 患 者 棳而 斝斏斆斆 导 管 异 位 是

置 管 过 程 中 难 以 避 免 且 发 生 率 较 高 的 并 发 症 棳发 生

率 为 棻棸棩暙椂棸棩
椲棻椵暎 为 降 低 导 管 异 位 的 发 生 率 棳

我 院 肿 瘤 科 采 取 送 管 过 程 中 部 分 撤 除 支 撑 导 丝 的

方 法 棳获 得 较 满 意 的 效 果 棳报 道 如 下 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一般资料

选 择 棽棸棻棽 年 棻 月 至 棽棸棻棾 年 棻棽 月 期 间 住 院 的

需 要 行 静 脉 化 疗 的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棳排 除 拒 绝 接 受

斝斏斆斆 置 管 及 存 在 斝斏斆斆 置 管 禁 忌 症 棳且 适 合 斝斏斆斆

置 管 的 棻椄棸 例 患 者 为 观 察 对 象 棳其 中 男 棻棸棿 例 棳女

椃椂 例 棳年 龄 棽棻暙椃椄 岁 棳平 均 年 龄 棿棾灡椀 岁 椈将 患 者

随 机 分 为 观 察 组 椆棸 例 和 对 照 组 椆棸 例 棳两 组 患 者 均

首 次 接 受 斝斏斆斆 置 管 并 初 次 化 疗 棳置 管 棽椄暙棾棻棸斾棳

平 均 棻棻棸斾棳两 组 在 年 龄 暍性 别 暍病 种 暍疾 病 程 度 及

化 疗 方 案 比 较 棳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椌棸灡棸椀棭暎

棻灡棽暋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斝斏斆斆 置 管 前 棳操 作 者 向 患 者 说 明 置 管 目

的 暍方 法 暍注 意 事 项 并 签 订 知 情 同 意 书 棳斝斏斆斆 操 作

者 暍助 手 均 为 具 斝斏斆斆 资 质 的 专 科 护 士 椈两 组 均 选

用 美 国 巴 德 公 司 生 产 的 棿斊 三 向 瓣 膜 单 腔 斝斏斆斆 导

管 暎 置 管 前 测 量 上 臂 围 棬肘 上 棻棸斻旐 处 棭暍穿 刺 点 至

同 侧 胸 锁 关 节 长 度 暍继 续 向 下 反 折 至 第 二 肋 间 的 预

置 导 管 总 长 度 椲棽椵暎

棻灡棽灡棽暋 置 管 方 法 暋 患 者 取 仰 卧 位 棳拟 穿 刺 上 肢 外

展 棿椀曘暙椆棸曘棳以 贵 要 静 脉 为 首 选 棳肘 正 中 静 脉 和 头

静 脉 为 备 选 穿 刺 部 位 暎 常 规 消 毒 棳静 脉 穿 刺 棳送 导

管 至 肩 部 时 协 助 患 者 头 转 向 穿 刺 侧 棳下 颌 紧 贴 肩

部 棳送 导 管 至 预 测 的 近 同 侧 胸 锁 关 节 长 度 后 棳观 察

组 操 作 中 棳将 支 撑 导 丝 撤 出 棽暙棿斻旐 于 导 管 尾 部 棳

再 继 续 送 至 预 测 总 长 度 棳待 斬 线 胸 片 确 认 导 管 尖

端 位 于 上 腔 静 脉 区 后 撤 除 剩 余 导 丝 并 修 剪 暍固 定 导

管 椈对 照 组 采 用 常 规 置 管 方 法 棳导 管 送 至 预 测 量 总

长 度 棳待 斬 线 胸 片 确 认 导 管 尖 端 位 于 上 腔 静 脉 区

后 撤 除 全 部 支 撑 导 丝 并 修 剪 暍固 定 斝斏斆斆 导 管
椲棾椵暎

棻灡棽灡棾暋 评 价 指 标 暋斬 线 胸 片 观 察 统 计 两 组 导 管 异

位 情 况 椈观 察 统 计 两 组 穿 刺 部 位 渗 漏 棬渗 血 暍渗 液 暍

血 肿 棭暍导 管 堵 塞 暍静 脉 炎 等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数 据 采 用 氈
棽 检 验 棳以 椉棸灡棸椀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置管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暋 见 表 棻暎

表棻暋两组置管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旑棷棩

组别 旑 导管渗漏 导管堵塞 静脉炎 合计 氈
棽

观察组

对照组

椆棸

椆棸

棽棬棽灡棸棭

棽棬棽灡椀棭

棽棬棽灡棸棭

棾棬棾灡椄棭

棿棬棿灡棸棭

棾棬棾灡椄棭

椄棬椄灡棸棭

椄棬棻棸灡棸棭
棸灡棽棽 棸灡椂棾椆

椄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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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暋两组患者导管异位发生率比较暋 见 表 棽暎

表棽暋两组导管异位情况及发生率比较 旑棷棩

组别 旑
异位至
颈内静
脉

异位至
对侧锁
骨下静
脉

异位
至右
心房

异位
至腋
静脉

异位

合计
氈
棽

观察组

对照组

椆棸

椆棸

棾棬棾灡棸棭

椂棬椃灡椀棭

棻棬棻灡棸棭

棾棬棾灡椄棭

棻棬棻灡棸棭

棻棬棻灡棾棭

棻棬棻灡棸棭

棽棬棽灡椀棭

椂棬椂灡棸棭

棻棽棬棻椀灡棸棭
棿灡棸棸 棸灡棸棿椀

棾暋讨论

斝斏斆斆 置 管 因 操 作 方 便 暍留 置 时 间 长 棳不 影 响

患 者 日 常 生 活 棳能 有 效 保 护 血 管 等 优 点 棳应 用 日 趋

广 泛 棳已 为 肿 瘤 患 者 长 期 化 疗 的 首 选 椲棿椵暎斝斏斆斆 导

管 异 位 后 反 复 复 位 棳使 导 管 在 血 管 内 摩 擦 增 加 棳血

管 内 膜 受 损 棳可 致 静 脉 炎 暍导 管 堵 塞 暍静 脉 血 栓 等 并

发 症 椲椀椵棳将 增 加 患 者 的 痛 苦 暍缩 短 导 管 的 使 用 时 间 暎

传 统 斝斏斆斆 送 管 中 不 撤 支 撑 导 丝 棳导 管 随 意 性 小 棳

发 生 异 位 的 风 险 较 高 椈若 导 丝 撤 除 过 长 棳会 使 大 段

导 管 无 支 撑 暍硬 度 不 够 棳导 致 送 管 耗 时 长 棳或 增 加 导

管 反 折 的 危 险 椈送 管 时 回 撤 棽暙棿斻旐 导 丝 则 可 以 克

服 前 两 者 的 缺 点 棳导 管 后 端 有 导 丝 支 撑 棳保 证 了 送

管 时 导 管 的 硬 度 棳导 管 前 端 因 无 导 丝 支 撑 变 得 随 意

并 有 韧 性 棳保 证 了 送 管 的 力 度 和 速 度 棳使 导 管 可 随

回 心 血 流 冲 击 顺 利 进 入 上 腔 静 脉 暎

本 文 结 果 显 示 棳两 组 患 者 在 留 置 过 程 中 导 管 渗

漏 暍堵 塞 暍静 脉 炎 发 生 率 的 比 较 棳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说 明 斝斏斆斆 送 管 中 部 分 撤 除 支 撑 导 丝

不 会 增 加 穿 刺 部 位 渗 漏 棬渗 血 暍渗 液 暍血 肿 棭暍导 管 堵

塞 暍静 脉 炎 等 并 发 症 的 发 生 率 椈观 察 组 在 导 管 异 位

至 颈 内 静 脉 暍对 侧 锁 骨 下 静 脉 暍腋 静 脉 及 异 位 总 发

生 率 方 面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 李 彩 霞 等
椲椂椵

报 道 拔 除 部 分 导 丝 用 于 斝斏斆斆 异 位 后 的 复 位 棳本 文

与 此 类 方 法 相 似 棳但 本 文 将 减 少 导 管 异 位 的 干 预 措

施 前 置 棳以 预 防 为 主 暎 金 小 红 等 椲椃椵报 道 的 棻棽棸 例

斝斏斆斆 置 管 患 者 棳在 送 管 过 程 中 拔 出 部 分 导 丝 棳导

管 异 位 率 棸灡椄棾棩棬对 照 组 异 位 率 椆灡棻椃棩棭棳同 样 论

证 了 斝斏斆斆 送 管 过 程 中 部 分 撤 除 支 撑 导 丝 的 方 法

能 有 效 降 低 导 管 异 位 发 生 率 暎

综 上 所 述 棳留 置 斝斏斆斆 送 管 过 程 中 部 分 撤 除 支

撑 导 丝 棳能 有 效 降 低 导 管 异 位 发 生 率 及 其 他 风 险 棳

操 作 简 便 暍安 全 有 效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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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上 所 述 棳本 地 区 男 性 患 者 暍重 症 监 护 室 和 呼

吸 科 病 人 暍患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和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及

椀棸 岁 以 上 老 年 患 者 易 感 染 曲 霉 菌 棳斄斏 的 主 要 致 病

性 曲 霉 菌 为 烟 曲 霉 菌 棳应 将 他 们 视 为 重 点 防 治 对

象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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旀斿斻旚旈旓旑旙斻旓旓旔斿旘斸旚旈旜斿旂旘旓旛旔斸旑斾旚旇斿旑斸旚旈旓旑斸旍旈旑旙旚旈旚旛旚斿旓旀斸旍旍斿旘旂旟

斸旑斾旈旑旀斿斻旚旈旓旛旙斾旈旙斿斸旙斿旙旐旟斻旓旙斿旙旙旚旛斾旟旂旘旓旛旔棬斉斚斠斣斆棷斖斢斍棭

斻旓旑旙斿旑旙旛旙旂旘旓旛旔椲斒椵棶斆旍旈旑斏旑旀斿斻旚斈旈旙棳棽棸棸椄棳棿椂棬棻棽棭椇棻椄棻棾灢

棻椄棽棻棶

椲棾椵暋斖斿旑旡旈旑斒棳斖斿旟斿旘旙斒斕棳斊旘旈斿斾旐斸旑斖棳斿旚斸旍棶斖旓旘旚斸旍旈旚旟旍斿旑旂旚旇旓旀

旇旓旙旔旈旚斸旍旈旡斸旚旈旓旑棳斸旑斾斻旓旙旚旙斸旙旙旓斻旈斸旚斿斾旝旈旚旇旈旑旜斸旙旈旜斿旀旛旑旂斸旍旈旑灢

旀斿斻旚旈旓旑旙旈旑旇旈旂旇旘旈旙旊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椲斒椵棶斄旐斒斎斿斸旍旚旇斢旟旙旚斝旇斸旘旐棳

棽棸棸椆棳椂椂棬棻椆棭椇棻椃棻棻灢棻椃棻椃棶

椲棿椵暋斠斸斺斿斔斊棳斎旛旘斾斢棳斄旑旡旛斿旚旓斄棳斿旚斸旍棶斍旍旓斺斸旍旈旑旈旚旈斸旚旈旜斿旀旓旘

斻旇旘旓旑旈斻旓斺旙旚旘旛斻旚旈旜斿旍旛旑旂斾旈旙斿斸旙斿棳旂旍旓斺斸旍旙旚旘斸旚斿旂旂旀旓旘旚旇斿斾旈斸旂灢

旑旓旙旈旙棳旐斸旑旂斿旐斿旑旚棳斸旑斾旔旘斿旜斿旑旚旈旓旑旓旀斻旇旘旓旑旈斻旓斺旙旚旘旛斻旚旈旜斿旔旛旍灢

旐旓旑斸旘旟斾旈旙斿斸旙斿椇斍斚斕斈斿旞斿斻旛旚旈旜斿旙旛旐旐斸旘旟椲斒椵棶斄旐斒斆旘旈旚

斆斸旘斿斠斿旙旔旈旘斖斿斾棳棽棸棸椃棳棻椃椂椇椀棾棽灢椀椀椀棶

椲椀椵暋胡立红棳刘建惠棳田欢冻棳等棶老年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发

侵袭性曲霉菌感染的临床研究椲斒椵棶中华老年医学杂志棳

棽棸棻棸棳棽椆棬棻棽棭椇棻棸棸椃灢棻棸棸椆棶

椲椂椵暋詹庆元棳贺航咏棳章胡晖棳等棶重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合并侵袭

性肺曲霉病的临床特点椲斒椵棶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棳棽棸棸椄棳棾棻

棬棿棭椇棽椄棽灢棽椄椂棶

椲椃椵暋斕旈旑斢斒棳斢斻旇旘斸旑旡斒棳斣斿旛旚旙斻旇斢斖棶斄旙旔斿旘旂旈旍旍旓旙旈旙斻斸旙斿灢旀斸旚斸旍旈旚旟

旘斸旚斿椇旙旟旙旚斿旐斸旚旈斻旘斿旜旈斿旝旓旀旚旇斿旍旈旚斿旘斸旚旛旘斿椲斒椵棶斆旍旈旑斏旑旀斿斻旚斈旈旙棳

棽棸棸棻棳棾棽棬棾棭椇棾椀椄灢棾椂椂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棿灢棻棻灢棻椀棭

椆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