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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后导管相关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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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具有减少患者反复静脉穿刺"提高医务人员

工作效率及能较长时间留置等优点"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

*

!尤

其是低出生体质量儿需要较长时间的静脉营养及药物治疗"因

此近年
*9[[

技术被应用于新生儿治疗中"并被迅速推广!国

外文献报道新生儿
*9[[

后引起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

!

&?'

$

"

!

%+

(

#"""

导管日%

)

$5%

*

#国内文献报道早产儿

*9[[

后引起导管相关并发症的总发生率为
#"'

!

@A'

$

#$

(

#

"""

导管日至
$%

(

#"""

导管日%

)

@5&

*

!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并受到重视"但低出生体质量儿

采用不同置管途径与
*9[[

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研

究较少)

>

*

!本文通过研究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导管相关并

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探讨最佳的置管部位&留置时间及方法"

为临床低出生体质量儿
*9[[

操作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选取入

住某综合医院新生儿科低出生体质量儿"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体质量小于
$&""

Y

"经过医生评估因需长时间静脉治疗或使

用静脉刺激性大&高渗透压的药物而需要
*9[[

的新生儿!排

除标准'出生时合并有感染&出凝血功能障碍的新生儿#出生时

诊断有血管先天畸形的新生儿!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

*9[[

低出生体质量儿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胎龄

小于
%$

周
$"?

例"

%$

!

%>

周
$">

例#体质量小于
#&""

Y

$"#

例"

#&""

!

$&""

Y

$#$

例!

!(#

#

方法

!(#(!

#

*9[[

操作方法&维护&拔管
#

$

#

%方法"本组
@#%

例低

出生体质量儿置入导管均为外周中心静脉单腔导管$美国

QU/L

公司生产"规格
#(+:

型%!置管前经家长同意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操作过程参照
$"##

年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会

$

9C)

%编写的-输液治疗护理实践标准.的要求为指导蓝本)

#

*

"

全部操作均由获得静脉治疗专科护士专业资格证书的护理人

员操作!置入时间均为出生后
$@

!

@AL

!置管途径根据血管

弹性&完整性&穿刺部位的皮肤状况等选择血管及穿刺部位!

采用最大限度的无菌屏障"保证术野无菌"按照从穿刺点到右

胸锁关节的长度"测量置管长度#穿刺部位使用
"(&'

安多福

液消毒#使用改良后塞丁格技术置管#置管部位使用透明&半透

气聚氨酯敷料覆盖#通过
X

射线技术定位"确保导管尖端位置

位于上腔静脉的下
#

(

%

段至与右心房的连接处$相当于胸
%

至

胸
@

的体表投影%!$

$

%维护"

*9[[

后每
$@

小时用
#"1P

生理

盐水冲管"再用含
#AQ

(

1P

肝素的溶液
#"1P

冲管!置管后

第
$

天更换敷料
#

次"其后每间隔
&

!

?M

更换敷料
#

次"如有

血迹&污迹&松脱立即更换!$

%

%拔管"如果患者不需要静脉营

养"或专科护士判断为导管栓塞&导管相关血栓&感染等并发症

并无法处理者"需及时拔除管道!

!(#(#

#

观察指标
#

$

#

%置管途径'本研究的置管途径包括贵要

静脉&腋静脉&正中静脉&头静脉&颞静脉"因考虑到正中静脉与

头静脉的生理解剖特点相似)

>

*

"故将两者合并为一组进行观察

并分析!$

$

%

*9[[

导管相关并发症诊断'根据美国静脉输液护

理学会关于+输液相关并发症,判断标准)

?

*

!静脉炎'疼痛&压

痛&红斑&发热&肿胀&硬结&化脓或可触及的静脉索#导管栓塞'

导管内无法抽吸血液&输液时伴局部疼痛和(或皮下水肿#导管

相关静脉血栓'肢体&肩部&颈部或胸部疼痛&肿胀&外周静脉充

盈#感染'导管细菌定植$

E/UL.U.0EJ4J27e/U7J2

%"导管官腔或尖

端经过半定量或定量方式培养细菌阳性#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

E.2U0/4472.5/OOJE7/U.MS4JJMOU0./172V.EU7J2

"

[PFG)9

%'患者

在留置中央导管期间或拔出中央导管
@AL

内发生的原发性"

且与其他部位存在的感染无关的血流感染)

A

*

!临床上通常把

导管尖端细菌培养与患者血液培养出同一菌群"作为导管相关

血流感染的诊断标准!监测方法'每天测量穿刺部位肢体臂

围&穿刺点皮肤情况&体温变化并记录"观察!每周监测
#

次白

细胞数&

[

反应蛋白!导管拔除后剪取尖端约
&E1

置无菌培

养皿进行细菌培养"如出现发热&反应低下&腹胀者"立即抽取

血培养!

!(#($

#

资料收集
#

使用经专家设计的统计表"包括'患者一般

信息&观察指标&留置时间&患者转归及特殊情况等!由专人对

统计表进行核实登记!

!($

#

统计学处理
#

有效统计表经核实后统一编码
<

-

7I/U/%(#

建立数据库"双重录入并进行逻辑核对!采用
)*))#?("

软件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两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
8

检

验#

*9[[

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

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

:7OL.0fO

确切概率

法"以检验水准
"

D"("&

!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
PJ

Y

7OU7E

回

归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低出生体质量儿
*9[[

置管途径及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

率
#

置管途径选择贵要静脉者
$#&

例"发生导管相关并发症

@&

例$发生率
$"(+'

%#正中静脉或头静脉共
$%

例"发生导管

相关并发症共
A

例$发生率
%@(A'

%#颞静脉
#$

例"发生导管

相关并发症
$

例$发生率
#>(?'

%#腋静脉
#>%

例"发生导管相

关并发症
#$

例$发生率
?(@'

%!

#(#

#

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
#

本研

究
@#%

例低出生体质量儿"总导管日为
A+>+M

"发生导管相关

并发症
>?

例$占
#>($'

"

?(@?

(

#"""

导管日%"并发症包括机

械性静脉炎$

@&

例%&感染$

#$

例%&导管栓塞$

A

例%&导管相关

>AA@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研指令性课题项目$

[$"##""?

%!

#

作者简介'李智英$

#+?$g

%"副主任护师"硕士"主要从事儿科护理的研究!



静脉血栓$

$

例%!发生感染的低出生体质量儿
%

例确诊为导

管相关血流感染"

+

例诊断为导管尖端细菌定植!

表
#

##

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导管相关并发症

###

发生情况!

%D>?

"

并发症
%

构成比$

'

% 每
#"""

导管日发生例数$

%

%

机械性静脉炎
@& >? &("$

感染
#$ #A #(%@

导管栓塞
A #$ "(A+

导管相关静脉血栓
$ % "($$

合计
>? #"" ?(@?

#($

#

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的单因素分

析
#

不同胎龄&不同性别的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导管相关并

发症的发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体质量为

#&""

!!

$&""

Y

的新生儿
*9[[

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与体

质量小于
#&""

Y

低出生体质量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选用不同置管途径的低出生体质量儿其导管相

关并发症的发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有导管相关并

发症的新生儿管道留置时间比无导管相关并发症的短"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9[[

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无并发症

$

%D%@>

%

有并发症

$

%D>?

%

8

(

!

$

#

胎龄$

!,"

"周%

%$("##,$($%# %#(?#>,$(&"+ "(+?# "(%%$

导管留置时间$

!,"

"

M

%

$&(#%>,?(#&% $"(A+,A(#>? @(%%? "("""

性别$

%

%

"(#A@ "(>>?

#

男
#?" %#

#

女
#?> %>

出生体质量$

%

%

&("$$ "("$&

#!

#&""

Y

#>" @#

#

#&""

!!

$&""

Y

#A> $>

置管途径
#+(&$# "("""

#

贵要静脉
#?" @&

#

正中静脉&头静脉
#& A

#

颞静脉
#" $

#

腋静脉
#&# #$

#(%

#

*9[[

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

在单因素分

析的基础上"以是否发生并发症为因变量"以出生体质量&置管

途径&留置时间等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
PJ

Y

7OU7E

回归分析!

自变量赋值'出生体质量
!

#&""

Y

为+

#

,"

#&""

!!

$&""

Y

为

+

"

,!置管途径$哑元化%'选择贵要静脉为$

#

"

"

"

"

%"正中静脉&

头静脉为$

"

"

#

"

"

%"颞静脉为$

"

"

"

"

#

%"腋静脉为$

"

"

"

"

"

%!结果

显示'体质量&置管途径及留置时间进入
PJ

Y

7OU7E

回归方程"其

中体质量&留置时间是保护因素"置管途径为危险因素!出生

体质量越低"发生
*9[[

导管相关并发症的风险越大!置管途

径为贵要静脉的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
*9[[

导管相关并发症

的风险是选择腋静脉置管低出生体质量儿的
$(+>

倍!见

表
%

!

表
%

##

影响
*9[[

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的多因素

###

PJ

Y

7OU7E

回归分析

自变量
Q @N R(;?

!

$

# HI +&'F=

体质量
g"(+@""(@#+ &("%$ "("$& "(%+#"(#?$

!

"(AAA

置管途径'

g g #@($+" "(""% g g

#

贵要静脉
#("A&"(%&& +(%@? "(""$ $(+>"#(@@&

!

>($%%

#

正中静脉&头静脉
#(A@@"(&@@ ##(@++ "(""# >(%#+$($?#

!

#A(%@"

#

颞静脉
#(%%A"(AA@ $($A+ "(#%" %(A##"(>?@

!

$#(&>A

留置时间
g"(#"?"("$@ $"(A$% "(""" "(A+A"(A&@

!

"(+@#

##

'

'以腋静脉为参照#

g

'此项无数据

$

#

讨
##

论

$(!

#

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

尽

管
*9[[

技术在临床已广泛使用"一些研究报道称新生儿的并

发症发生率高于成年人"而早产儿或低体质量并发症亦高于足

月新生儿)

+

*

!但是"相对于低出生体质量儿留置
*9[[

后引起

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文献报道结果不一致"本研究结果显

示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引起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

$

?(@?

(

#"""

导管日%"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相比)

#"5#$

*

"处

于较低水平!这可能与本院操作人员均为专科护士"经过严格

的训练及严格遵守
*9[[

操作及维护规范有关!虽然"目前国

内外有不少的研究报道
*9[[

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

很大"但是"尚未有指南指出"发生率多少才是+可接受,或+不

可接受,范围)

#%

*

!尤其是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早产儿置管率

较高"其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直接影响患者生命安全及

*9[[

技术的应用价值)

#@

*

!

$(#

#

低出生体质量儿不同置管途径影响
*9[[

导管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
#

不同置管途径对并发症的影响中"有研究报道肘下

静脉比肘上静脉置管发生感染&静脉炎&血栓&堵塞的发生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在本研究结果提示'腋

静脉置管的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最低为
?(@'

"正中静脉或

头静脉置管的导管相关并发症最高"占
%@(A'

"贵要静脉次之

占
$"(+'

"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虽然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

会拟定的+输液治疗护理实践标准,推荐'

*9[[

置管选择首选

上肢的贵要静脉"其次为肘正中静脉或头静脉&腋静脉及颞静

脉等!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置管途径是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导管相关导管相关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并进入回归方程"

其中贵要静脉的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并发症风险是选择腋静

脉置管低出生体质量儿的
$(+>

倍"正中静脉或头静脉置管的

导管相关并发症是腋静脉置管的
>(%#+

倍!这可能与本研究

对象的导管相关并发症主要表现为机械性静脉炎"其发生原因

与低出生体质量儿静脉生理解剖特点有关"体质量越低"血管

的管腔越小"受机械性刺激的损伤越大#而腋静脉位于肘部的

上方"管腔较粗"能减轻导管对血管内皮的机械损伤#同时由于

腋静脉较靠近上腔静脉"置管长度较短"能有效减少因体内导

管长度引起感染的导管相关并发症风险)

#>

*

!同时结果提示"

低出生体质量儿留置
*9[[

的途径应考虑其体质量及血管的

实际情况"可优先选择腋静脉作为置管途径!

$($

#

低出生体质量儿
*9[[

发生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其他危险

因素分析
#

在
*9[[

引起的导管相关并发症的众多危险因素

中"部分研究者认为导管相关并发症与患儿出生胎龄&出生体

质量&基础疾病等有关)

#?5#A

*

!亦有研究者认为导管相关并发

症与胎龄&出生体质量无关"与脂肪乳剂的使用&置管部位&留

?AA@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置时间有关)

#+5$"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出生胎龄的低出生体

质量儿其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

受个体差异及双胎等因素影响!但不同低出生体质量儿其导

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并进入回

归方程"出生体质量越小"发生导管相关并发症的风险越高"这

可能与低出生体质量儿免疫系统功能低下及血管生理特性有

关)

#A

*

!结果提示当低出生体质量儿使用
*9[[

技术时"体质量

越低"出现导管相关并发症的风险越大"越需加强导管相关并

发症的指标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导管相关并发症!留置时间

被认为是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之一"本研究结果显示两

者呈负相关"这可能与本组研究对象出现的导管相关并发症以

机械性静脉炎为主$占
>?($'

%"而且出现时间通常在置管
?M

之内"有
##

例低出生体质量儿在出现静脉炎&堵管&感染&血栓

等导管相关并发症后处理无效拔管"故其总体留置时间明显低

于无导管相关并发症的低出生体质量儿!提示导管相关并发

症应尽早处理"及时拔除可能存在发生导管相关并发症风险的

导管"尽量缩短留置时间以保证留置管道的安全)

$#

*

!

综上所述"低出生体质量儿在使用
*9[[

的过程中"应注

意置管操作&置管途径及导管维护"关注在
*9[[

留置期间无

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及时发现并处理导管相关并发症#尤其

是低出生体质量儿"选择合适的置管途径很关键"尽量选择粗&

直的静脉"并减少体内置管长度及时间"以降低导管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风险"达到安全使用的目的!笔者建议在
*9[[

技术

的实践指南或标准中增加针对低出生体质量儿的操作及护理

标准"以便指导临床护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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