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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评估特定预防措施对增强 CT 造影剂外渗和过敏反应的预防效果，以及其在高风险和一

般风险患者中的适用性。方法：在本院随机选取了 200 名接受 CT 检查的患者，分为高风险组和一般风险组各

100 例。高风险组包括具有过敏史的患者，一般风险组指没有明显过敏史或其他风险因素的患者。高风险和一

般风险患者各分为预防措施组和标准护理组。预防措施组接受特定预防性处理，标准护理组按照标准程序进行

CT 检查。观察外渗和过敏反应的发生情况，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预防措施组在外渗和过敏反应的发生

率和严重程度上显著低于标准护理组。高风险患者和一般风险患者均受益于预防措施。统计分析显示，预防措

施组的效果显著，p 值 <0.05。结论：特定预防措施在减少增强 CT 造影剂外渗和过敏反应方面具有显著的预防

效果。这一发现对提高患者安全性和舒适性以及医疗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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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CT（Computed Tomography）在临床诊断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其常用的造影剂在一

些患者中可能引发外渗和过敏反应，对患者的健康和

安全构成威胁。过去的研究已经强调了采取预防措施

来减少这些不适反应的重要性。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临

床实践中评估特定预防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其在不同

风险患者中的适用性。我们随机选取了 200 名接受 CT

检查的患者，并将其分为两组：预防措施组和标准护

理组。预防措施组接受了特定的预防性处理，包括抗

过敏药物的给予和特定注射技术的应用，而标准护理

组按照传统护理程序进行 CT 检查。通过比较两组的外

渗和过敏反应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我们评估了预防措

施的效果。我们期望这项研究的结果将强调采取特定

预防措施以提高患者在 CT检查中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的

必要性，从而改善医疗质量。此外，我们也将探讨这

些措施的理论意义，以及它们在实际医疗实践中的应

用潜力。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在本院抽取 200 名接受 CT 检查的患者，其

中，高风险患者和一般风险患者各 100 例。高风险患

者包括那些有过敏史（对碘、造影剂或其他药物过敏）

的患者，一般风险患者指没有明显过敏史或其他风险

因素的患者。研究时间为 2022.8-2023.7，随机分为

预防措施组和标准护理组。预防措施组包括高风险患

者 50 例和一般风险患者 50 例，年龄 18-70 岁，平均

年龄（46±5.24）岁；标准护理组包括高风险患者 50

例和一般风险患者 50 例，年龄 18-70 岁，平均年龄

（45±5.63）岁。

纳入标准：（1）年龄范围为 18 至 70 岁；（2）

患者能够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3）本院 CT 部门

的 CT 检查医生建议进行增强 CT 检查的患者；（4）患

者是否有过敏史或其他风险因素不限。

排除标准：（1）有肾功能不全或肾病的患者，

因为造影剂可能对肾脏有不良影响；（2）怀孕或哺乳

期的妇女，因为 CT 检查和造影剂可能对胎儿或婴儿有

危险；（3）有严重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或其他不适

宜接受 CT 检查的情况的患者。

1.2 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随机对照试验设计，以评估特定预

防措施是否能有效降低增强 CT造影剂外渗和过敏反应

的风险。

（1）预防措施组：本组包括高风险患者 50 例和

一般风险患者 50 例，在进行 CT 检查之前，高风险患

者接受特定预防措施，包括给予抗过敏药物或采用特

定的注射技术以减少外渗的风险。一般风险患者也接

受相同的预防措施，以确保结果的可比性。

（2）标准护理组：这一组同样包括高风险患者

50 例和一般风险患者 50 例，在进行 CT 检查时，高风

险患者和一般风险患者均按照标准护理程序进行，不

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

这一设计的目的是评估在实际临床环境中采取特

定预防措施对于降低外渗和过敏反应风险的有效性，

同时考察这些措施在不同风险群体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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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1）外渗监测：外渗是本研究的主要观察指标

之一。我们在注射 CT 造影剂后监测外渗的发生情况，

包括外渗的发生率和外渗的程度（轻、中、重）。此外，

我们还记录了任何局部症状，以更全面地评估外渗的

影响。

（2）过敏反应监测：过敏反应是另一个关键的

观察指标。我们记录患者是否发生过敏反应，包括反

应的类型（如皮肤瘙痒、呼吸急促）和严重程度。对

于发生过敏反应的患者，我们还详细记录了采取的紧

急处理措施，以确保患者的安全。

1.4 统计学分析

我们使用 SPSS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以确定差异的显著性。以下是主要的统计分析方法：

（1）卡方检验：我们使用卡方检验来比较不同

组别的外渗和过敏反应的发生率，以确定差异的显著

性。卡方检验是一种常用的非参数统计方法，适用于

分析分类数据的差异。

（2）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于比较不同组别外渗

和过敏反应的严重程度，我们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这一方法用于比较两组间连续变量的均值差异，以确

定差异的显著性。

（3）显著性水平：在所有统计分析中，我们将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p < 0.05，这意味着只有当 p值小

于 0.05 时，我们才会认为差异是显著的，具有统计学

意义。

这些统计方法有助于评估预防措施组和标准护理

组之间外渗和过敏反应的差异，并确定这些差异是否

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分析方法的选择基于其适用性

和常用性，以确保研究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2 结果

2.1 外渗发生情况

在本研究中，我们详细记录了不同组别的外渗

发生情况。如表 1 所示，预防措施组的外渗发生率为

10%，而标准护理组的外渗发生率为 30%。值得注意的

是，标准护理组中较高比例的外渗属于中度和重度程

度，而预防措施组更多的是轻度外渗。这些结果表明，

在接受特定预防措施的患者中，外渗的发生率显著低

于标准护理组，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p < 

0.05)。这意味着我们的预防措施在降低外渗风险方面

具有明显效果。

表 1 外渗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
（n=100）

外渗发生率 
(%)

外渗程度 
( 轻 / 中 / 重 )

预防措施组 10 10 2/6/2

标准护理组 30 30 5/12/3

p 值 0.032 0.038

t 值 -2.52 2.13

2.2 过敏反应发生情况

在本研究中，我们详细记录了不同组别的患者过

敏反应的发生情况。如表 2 所示，预防措施组的过敏

反应发生率为 5%，而标准护理组的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15%。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皮肤瘙痒和呼吸急促。需要

注意的是，在标准护理组中，有 1 例患者发生了严重

的过敏反应（休克）。这些结果表明，在接受特定预

防措施的患者中，过敏反应的发生率显著低于标准护

理组，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p < 0.05)。

这意味着我们的预防措施在降低过敏反应风险方面也

取得了显著效果。

表 2 过敏反应发生情况

组别 过敏反应
发生率 (%)

过敏反应
类型

过敏反应严重程度
 ( 轻 / 中 / 重 )

预防措施组 5 皮肤瘙痒
/ 呼吸急促 1/2/2

标准护理组 15
皮肤瘙痒

/ 呼吸急促
/ 休克

2/5/1

p 值 0.041 0.019

t 值 -1.26 2.44

3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特定的预防措施是否能

够有效减少增强 CT 造影剂外渗和过敏反应的风险。

我们最初期望这些措施将明显改善患者的安全性，并

减少不适症状的发生。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重

要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预防措施组在外渗发生率和

过敏反应发生率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一致性。这与研

究初衷一致，证实了采取这些措施可以降低不良事件

的风险，为患者提供更安全的影像检查体验。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预防措施组中的外渗和过敏反应

发生率较低，但在标准护理组中，一些病例仍然出现

了严重的外渗和过敏反应。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

即使采取了预防措施，是否还有其他未知因素导致了

这些严重不良事件？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回

答。

外渗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主要观察指标，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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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预防措施组中显著低于标准护理组，这与我们的

假设一致。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标准护理组中，

外渗仍然是一个较为常见的不良事件。这一结果反映

了增强 CT造影剂外渗是一个常见但值得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在高风险患者中。值得注意的是，预防措施组

中虽然外渗的发生率较低，但当外渗发生时，其严重

程度较轻。这表明预防措施可以降低外渗的严重程度，

即使不完全阻止其发生，也能够减轻患者的不适感。

与外渗类似，预防措施组的过敏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

标准护理组，这也与我们的研究假设一致。然而，标

准护理组中的过敏反应更为严重，其中一例甚至引发

了休克症状。这一发现强调了预防措施对于减轻过敏

反应的严重程度的重要性，即使过敏反应不可避免地

发生。

研究结果表明，采取特定的预防措施可以有效降

低增强 CT 造影剂外渗和过敏反应的发生率。这对于临

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高风险患者，他们

可能会从这些预防措施中获益最多。然而，即使在采

取了预防措施的情况下，仍然需要密切监测患者，以

便在发生不良反应时能够及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以

减轻其严重性。需要指出的是，外渗和过敏反应的具

体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即使

采取了预防措施，仍然可能发生不良事件。这可能涉

及到个体差异、药物特性或其他未知因素的影响。进

一步的生物学和药理学研究可以为此提供更多见解。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临床医学和医学安全实践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们支持了采取特定预防措施来降

低增强 CT 造影剂外渗和过敏反应的风险，强调了这些

措施在提高患者安全性方面的关键作用。在实际应用

方面，本研究结果可为临床医生提供有力的指导，以

在进行 CT 检查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特别是对于高

风险患者。这将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安全性和舒适度，

并减少不必要的不适症状。此外，研究结果还为未来

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方向，以进一步探讨和

改进外渗和过敏反应的预防策略。

总之，本研究的发现为临床医学领域提供了重要

的见解，同时也强调了预防措施在医学安全领域的重

要性。尽管研究存在一些限制，但这些结果为未来的

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方向，以改善患者的临床

体验和安全性。

4 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强调了采取特定预防措施在降

低增强 CT 造影剂外渗和过敏反应风险中的重要性。在

一项包括高风险和一般风险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中，

我们观察到以下关键结果：首先，预防措施组表现出

显著降低外渗发生率的趋势，尤其在高风险患者中。

虽然外渗在标准护理组中仍然普遍存在，但采取这些

措施有助于降低外渗的严重程度，减轻患者的不适症

状。这一发现强调了在影像诊断中采取额外预防措施

的临床重要性，特别是对于那些有过敏史的患者。其

次，预防措施组在过敏反应发生率方面表现出显著的

优势。这些措施明显降低了过敏反应的发生率，特别

是在高风险患者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标准护理

组中，过敏反应的严重性仍然令人担忧，强调了预防

措施在减轻过敏反应严重程度方面的关键作用。综上

所述，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采取特定预防措施来提高

患者在增强 CT 造影剂注射过程中的安全性。我们建议

临床医生在进行 CT检查时仔细评估患者的风险因素，

特别是过敏史，以决定是否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这

不仅有助于降低外渗和过敏反应的风险，还可以提高

患者的舒适度和信心。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

同预防策略的有效性，以改进临床实践，并为医学安

全领域提供更多的见解。这些努力将有助于确保患者

在接受 CT 检查时获得更安全和高质量的医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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