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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患者长期颈内静脉置管的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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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血液透析患者长期颈内静脉置管的护理体会。方法： 选取时间在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的 100 例
患者，分为两组，采用不同护理方式。结果：通过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满意比例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满意人数较多，
占 76%，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结论：通过对血液透析患者进行长期颈内静脉置管的护理，具有一定的临床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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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需要依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选取不相同的血管

通路，最终开展血液透析工作。因此本文主要探究了血液透析

患者长期颈内静脉置管的护理体会。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时间在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的 100 例患者，分

为两组，采用不同护理方式。纳入标准：经临床查验，患者

静脉搏动良好。排除标准：第一，静脉搏动不良。第二，患

者带有感染。患者患者中男性与女性人数分别是 54与 46例。

通过对患者的体重指数、留置部位以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比

较无统计学差异，该研究在现阶段将伦理会批准患者，患者

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于对照组患者来说，采用常规护理方式。首先对患者皮

肤进行消毒，再进行穿刺进针，当出现回血后，撤出针管。将

导管置入血管。最后记录相关患者信息，进行健康教育。

1.2.2 观察组

对于观察组来说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强化护理干预：

通过组建静脉护理小组，对于护理小组应定期交流叫颈内

静脉置管护理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相关对策的解决。定期对

护理小组成员展开关于颈内静脉置管护理方式的培训，提升护

理工作质量 [2]。

第一，对患者静脉置管的高危因素进行评估包括患者自身

条件及药物。如果患者自身体质较差，应进行高浓度营养液和

电解质的输入。第二，对相关护理人员进行静脉留置针相关培

训，加强风险意识，对护理人员的静脉解剖方式及置管方式进

行应用。第三，根据普通和高危患者制定不同的方案，对于高

危患者应制作标识卡，并采用精密输液器进行输液顺序的合理

安排。第四，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告知其相关注意事项，严

禁碰水。

1.3 疗效评判

通过对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静脉炎发生率进行分析，探究

相关治疗效果。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

通过对对照组和观察组静脉炎发生率进行临床分析，其中

观察组患者中出现血肿的人数为2（4.0），堵管人数为1（2.0），

感染人数为 1（2.0），整体并发症人数为 4（8.0）。对照组

患者中出现血肿的人数为 3（6.0），堵管人数为 2（4.0），

感染人数为 2（4.0），整体并发症人数为 7（14.0）。

表 1. 对照组和观察组临床并发症

组别 例数 血肿 堵管 感染 整体并发症

观察组 50 2（4.0） 1（2.0） 1（2.0） 4（8.0）

对照组 50  3（6.0） 2（4.0） 2（4.0） 7（14.0）

（P＜ 0.05）

表 2. 对照组和观察组临床满意比例比对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50   33（66.00） 10（20.0） 7（14.00）

观察组 50   38（76.00） 8（16.00） 4（8.0）

通过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满意比例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观

察组患者的满意人数较多，占 76%，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3 讨论

在目前护理工作和临床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同时

能够体现护理质量。护理质量作为当前一种主要表现 [3]，其是

否有助于护理对象生命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意义。在目前 CVC

技术的广泛应用中，通过进行科学合理进行颈内静脉置管和维

护制度的应用，能够有效改善医患关系 [4]。在目前持续质量改

进中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强调了在原有护理质量上的

定位，并使其处在良好情况。

在目前来说，通过进行相关流程进行分析和总结，能够有

效改善相关整改措施，并能够减少并发症。通过对两组患者的

临床满意比例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满意人数较

多，占 76%，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综上所述，通过对血液透

析患者进行长期颈内静脉置管的护理，具有一定的临床效果，

值得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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