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

透析患者颈内静脉置管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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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内静脉穿刺置管是中心静脉置管的首选#主要用于短时

间血管通路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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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急性肾功能损害#药物中毒#动)静脉

内瘘未成熟或造动)静脉内瘘条件不好的透析患者#颈内静脉

置管是维护临时有效血管通路的关键所在#透析患者颈内静脉

置管的护理尤为重要(本科建立了一套完整)可行)有效的维

护措施#收效明显#现报道如下(

B

!

临床资料

选择
&*%*

年
2

!

5

月于本科行颈内静脉置管术患者
)2

例#其中女
&)

例#男
%&

例&年龄
&&

!

:%

岁&原发疾病为慢性肾

炎
%*

例#糖尿病肾病
(

例#肾病综合征
:

例)多囊肾
+

例)高血

压肾病
+

例)挤压综合征致急性肾功能衰竭
&

例&置管时间
&)

!

%*(3

(

C

!

置管方法

采用双腔导管%瑞典
W;,.XR

公司'置管#右颈内静脉为

颈内静脉置管的首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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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深度以导管顶端位于上腔静

脉至右心房入口处为最佳(置入导管的长度主要取决于穿刺

点距锁骨头上缘的距离#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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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
!

首先向患者及其家属说明颈内静脉置管的目的及

必要性#以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理解与配合#签订穿刺同意书(

操作前清洁患者头)颈部皮肤#更衣#将头发梳理编成小辫置于

操作对侧(告知患者置管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说明颈内静脉置

管的优点以消除其紧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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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
!

术中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注意保暖#下颌靠肩(在

进行静脉穿刺时#须密切观察患者面色)呼吸)血压#观察其有

无心慌)气短)胸闷)烦躁及大汗等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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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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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导管处有无渗血)渗液
!

如置管结束后在穿刺部

位见少量渗血#可用一次性治疗巾包裹
%

袋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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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局

部压迫或行冷敷压迫&若渗血持续不止#则须告知医生#再次切

开皮肤#并行结扎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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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留置导管固定
!

检查留置导管有无松动)脱落(

一旦导管脱出#不可将其直接送回血管(如患者病情不允许重

新置入导管#而不得不将其再次送入血管#则必须由专业人员

严格消毒#并在无菌条件下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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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过程中#缝线

易老化断裂#须经常检查#并及时将导管双翼用缝线重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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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感染
!

导管在使用过程中#操作人员应严格遵守

无菌操作规程#戴口罩)手套#避免重复使用肝素帽(各种原因

导致肝素帽松动或受损时#要及时予以更换(在穿刺处有血痂

或分泌物结痂时#不可用手直接取掉#可用生理盐水或碘伏涂

擦(置管后
&+A

更换无菌纱布敷料#尤其在夏季#患者出汗

多#定期更换包扎敷料尤为重要#如发现敷料上有渗血)渗液或

污渍时#须立即更换(敷料可选择干燥透气性好的无菌纱布#

纱布沿中线剪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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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管下皮肤覆盖#再将导管双翼用单

层纱布包裹#用胶布贴于颈部固定#夏季患者易出汗#引起胶布

过敏#本科采用头套套住导管#固定颈部#松紧适度#防止导管

脱出(不主张用密闭塑料薄膜以及
)O

及
),

敷贴#这些材料

由于不透气)细菌容易繁殖而导致感染#同时禁止在穿刺局部

涂抹其它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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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导管内血栓形成
!

封管时分别在
&

个管腔内抽出

原有的封管液#用生理盐水冲洗管腔内血液#采用脉冲手法将

生理盐水注入管内#将管壁附着物冲洗干净#用适当浓度的肝

素正压封管#即推肝素的速度要比退针速度快(每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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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封管可采用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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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钠注射液%

&(CO

生理盐

水加入
%'&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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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钠注射液'#每周
%

次封管可采用浓度

为
2'*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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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肝素钠注射液%

%(CO

生理盐水加入
%'&2

万
[

肝素钠注射液'(高凝状态的患者可采用
&CO

生理盐水加

%'&2

万
[

肝素钠注射液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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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导管脱落
!

导管留置时间长#尤其在夏季#患者出

汗多#缝线容易老化断裂导致导管脱落(这种情况的发生可通

过每次血透后的例行检查而避免(另外#减少颈部活动范围#

在穿脱衣服时注意保护#对烦躁)意识不清患者加强管理#睡眠

体位最好采取健侧卧位#防止导管受压迫及牵拉(为患者认真

讲解注意事项#做好宣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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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内静脉插管只用于透析
!

尽量避免在此导管上采

血)输血)输液#减少因此而引起的堵管与感染(指导患者个人

卫生#并保持敷料干燥(避免用手抓挠局部皮肤#避免受凉#因

为上呼吸道感染出现咳嗽时#管腔内压增大#血液返流到管腔

内#增加凝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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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血液透析患者抵抗力差#既往有文献报道采用
)O

和
),

敷料粘贴覆盖伤口*

+

+

(这些材料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在夏

季#由于温度高#患者易出汗#易导致感染(而无菌纱布有助于

切口透气#因此本科采用无菌纱布敷料进行管道维护(置管前

注意个人卫生#置管后保持缝线干燥#用头套代替胶布#可安

全)牢固地固定导管#正确的封管手法及合适的肝素浓度有助

于维持良好的血管通路#减少导管相关感染的发生#延长留置

时间#为血液透析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血管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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