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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 PICC 置管肿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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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 PICC置管肿瘤患者护理中人文关怀理念介入的实施效果，分析其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若干患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人文关怀）与对照组（常规），观察患者的干预效果。结果：观察组的置管成功率明显更高，

堵塞、药液外渗等事件的风险更低，满意度更高。结论：在接触 PICC置管肿瘤患者时，人文关怀理念的介入，能够有效提高

置管效果，改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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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肿瘤诊治过程需要依靠输液、手术等控制患者的病情进

展。相较于传统的治疗模式，PICC 置管能够有效解决静脉反

复穿刺问题，满足患者的皮肤保护以及生活质量保障等现实

需要。得益于 PICC置管的核心优势，该项技术在肿瘤诊治领

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应用。但临床实践发现的渗液、堵塞等问

题，给肿瘤患者的护理服务提出了极大考验。不良事件的发

生，不仅会增加患者的痛苦，还可能威胁到双方的和谐关系，

导致患者出现拒不接受治疗等现象。基于此，本文拟探讨肿

瘤患者 PICC置管的护理方法，分析人文关怀的现实作用，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0年 1月—2020年 12月收治的 100例肿瘤

患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纳入标准：患者知情同

意，配合 PICC置管。基线资料：男性 39 例，女 61 例，年龄

27～69 岁，平均（48.3±5.9）岁。肿瘤类型主要为淋巴癌、

食道癌、结肠癌等。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内容的基础

上，将人文关怀理念渗入整个置管护理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置管前：对个体的血管状况、营养状况等进行分析，根

据个体的年龄、性格、认知水平等，在给予对方充分尊重的

前提下，告知其 PICC 置管的优势；评估个体的心理状况，一

旦发现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表现，护士需要及时应用沟通

技巧，评估不良情绪的由来，同时采用可靠干预策略，避免

患者将注意力过分地集中于病情。

置管中：提前向患者说明实际操作的过程以及 PICC 置管

操作中所要注意的事项，期间护理人员的语气应当尽量轻

柔；根据患者病种、皮肤状况等选取穿刺部位，协助患者进

行体位变更，以方便穿刺、不引起明显不适为度，为后续穿

刺操作创造良好条件；结合患者年龄与性格等，合理选取话

题进行交流，让患者在身心充分放松的状态下接受穿刺；还

需要按照 PICC 置管的操作流程以及相关要求，缓慢送管，在

此期间护理人员需要随时感受患者，看其是否出现不适感等

症状。

置管后：向患者发放相关健康手册，对于自身知识水平

相对较低的患者，或者是对置管后的注意事项不明确的患

者，需要制定个体宣教方案，利用多种方式进行相关保健知

识的讲解，促使患者自觉遵守健康管理规定；护理人员需要

陪同患者进行相关检测，随时观察患者 PICC 置管尖端位置，

确认无误后将患者送回病房；若患者需要带管出院，在出院

前结合个体情况制定指导方案，并告知患者下次来院时间。

1.3 观察指标

本次试验选取置管情况以及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评价为

评估指标，重点统计一次成功率、不良事件例次以及患者评

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处理数据。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差

异。

2 结果

2.1 置管情况

观察组成功 49 例，成功率 98.0%；对照组成功 42 例，

成功率 84.0%，P＜0.05。

2.2 不良事件

经对比，观察组患者的不良事件风险相对较低，无渗液、

异位等情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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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不良事件例数对比

组别
例

数

药液外渗 异位 堵塞 总发生

例

数
占比

例

数
占比

例

数
占比

例

次

发生

率

观察

组
50 0 0.00 0 0.00 1 2.00 1 2.00*

对照

组
50 2 4.00 1 2.00 3 6.00 6 12.00

注：*表示 P＜0.05。

2.3 护理服务评分

观察组对 PICC置管护理的评分为（95.8±3.5）分，对照

组的评分为（79.3±5.1）分，P＜0..05。

3 讨论

肿瘤诊治是临床医学的重要课题，探索安全、可靠的治

疗技术，优化临床护理模式，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

在现代护理理念下，人文关怀主要是贯彻以患者为核心的护

理理念，将个体或者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群体的韧性需求作

为护理程序制定的出发点。明确肿瘤护理的指导思想，是当

下护理工作面临的重要挑战。对行 PICC置管的肿瘤患者而

言，肿瘤病情正严重危及自身健康，有小部分的患者有可能

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心理恐惧情绪，这无疑严重影响着其生活

品质；在一定程度上 PICC 置管所给患者带来的相关风险和穿

刺对于患者所造成的身体疼痛，会让患者产生恐惧情绪，若

是患者一旦出现上述心理症状，都可能成为患者情绪进一步

恶化的“导火索”。因此，从人文关怀理念出发，探索能够

让患者积极、主动配合 PICC置管，并保证置管过程的安全性

的护理模式，对肿瘤患者的护理有重要价值。

相较于常规护理模式，在人文关怀理念指导下，护理服务开

始朝着患者的尊严以及心理感受等方向倾斜。大量证据表

明，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护理活动，能够让患者真切地感受

到关爱、温暖，并为双方关系的构建打下基础。客观分析患

者的韧性需求，以及 PICC 置管提出的护理挑战，将人文关怀

理念贯穿护理活动的始末，能够显著改善患者对护士的印

象，赢得患者的信任与配合。从本次试验结果看，相较于盲

目依赖临床经验的护理模式，将人文关怀渗入置管前、置管

中以及置管后的护理活动，关注置管期间的护理细节，更能

促进 PICC 置管的顺利进行。人文关怀应用价值在数值上的体

现则主要表现为：（1）提升患者对置管操作的配合度，保

证一次穿刺成功；（2）促使患者关注自身健康以及 PICC 置

管后的注意事项，这样能够有效的降低不良突发事件的出

现；（3）有效的改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相关评价，为和谐

关系的构建做好铺垫。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接触肿瘤患者时，需充分

考虑肿瘤病情对患者心理、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据此展

开护理评估，了解个体需求以及护理服务的现实需要。对患

者需求的满足，并不仅限于物质利益层面，精神层面的满足，

能够促使患者的身心达到放松状态。基于此，人文关怀的渗

透需要正确认识护理活动的内涵，以及“以人为本”的精神、

素养，密切关注护理行为的人性化。具体到护理活动，在 PICC

置管前，应尽量纠正、消除患者对 PICC置管的错误认知，让

其正确理解该项技术的优势以及置管操作对肿瘤治疗的积

极作用，继而减少患者对置管的抵触情绪；在置管过程中，

需要尽可能采取多种干预策略，促使患者的肌肉达到放松状

态，并削弱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置管后的护理活动也需要

注意个体生活中的指导需求，并据此制定个体化干预方案。

综上所述，PICC置管技术对肿瘤治疗有重要价值，将人

文关怀应用于护理活动，能够保证置管质量，并改善患者对

PICC置管护理的评价。考虑到侵入性操作导致的风险，以及

置管护理中的其他潜在风险，临床护士应自觉规范护理行

为，充分尊重患者个体的利益，切实发挥人文关怀的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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