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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空气栓塞及机械性损伤
!

每日更换输液器#推注药

物和采集血标本时#不得有气泡进入脐静脉插管系统'输液时

要注意微泵注射器内不能输完#若出现液面在茂非滴管下面#

应及时排气#本组病例无
!

例空气栓塞'穿刺失误常见并发症

有气胸(导管异味(血管损伤(心律失常(心包填塞(空气栓塞

等'其中以气胸最常见#占
4U

)

<

*

#本组病例无
!

例出现该并

发症'

A#B

!

g)*

的优点
!

脐静脉穿刺是新生儿复苏常用的操作之

一#脐静脉管腔较粗#且可直接由脐静脉通往右心房#由此注入

药物#可保证药物准确(迅速地注入体内#及时发挥药效#是抢

救危重新生儿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

*

#也为抢救复苏后的用药提

供了极大方便'高危儿尤其是早产儿(低出生体质量儿#皮肤

薄嫩(血管隐匿细致(周围循环差#静脉穿刺难度大#很难维持

持续静脉输液的要求)

@

*

'早产儿并发症多#经口喂养困难#常

需输注脂肪乳(高糖及多巴胺等刺激性药物#一旦外渗会给患

儿及家属造成伤害'以往常用的外周静脉穿刺很难长时间给

药#需要反复穿刺'而频繁穿刺不仅容易引起患儿静脉炎#同

时增加患儿痛苦及院内感染的可能'

g)*

操作简单(不良反

应少#既可迅速建立给药通道#保证危重新生儿的抢救#又可较

长时间留置#避免反复静脉穿刺#解决了以往频繁外周静脉穿

刺给患儿带来的痛苦与不适#在住院初期的抢救(治疗中更具

有实际意义'同时为长时间的静脉营养提供支持(保障热卡的

供给#提高危重新生儿生活质量#还可减轻护士工作量'

g)*

以往多用于刚出生危重新生儿抢救#或用于换血治

疗#近年来逐步应用于早产儿(低出生体质量儿'但要求在出

生
$@D

内置管#否则需外科介入切开放置'同时#脐静脉置管

顺利到达下腔静脉的成功率不高#留置时间建议仅在
!%9

以

内#最长不超过
!$9

)

;

*

'早期脐静脉置管#建立静脉通路#保证

抢救药物的及时准确应用#对纠正酸中毒(低血压起着重要作

用'同时由于下腔静脉管径较粗(血流量大(注入药物可很快

稀释#对血管壁刺激性小'导管堵塞在并发症中发生率最高#

并随时间延长而增加)

!%

*

'因此#保证导管持续通畅及延长留

置导管使用时间是保证用药(解决问题的关键'总之#

g)*

操

作及护理简便#输液效果好#抢救成功率高#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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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骨科围术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

谢命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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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深静脉血栓$

R).

&是骨科患者围术期的常见多发性

疾病#

R).

早期患者无明显症状#但一旦形成将会导致血栓

后遗症#严重者导致肺梗死#威胁患者的生命#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并增加医疗费用'因此针对
R).

形成的因素对骨科围术

期患者及时开展健康教育(早期活动和功能锻炼(密切的病情

观察(加强物理和药物预防对骨科围术期
R).

形成极为重

要)

!/0

*

'现就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对
<<

例下肢骨

折患者进行围术期
R).

的预防及护理#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
<<

例下肢骨折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4

"

@"

岁#平均
?%#4

岁'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

例#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
"%

例#髋部内固定术
"%

例'既往病

史中#高血压病
!4

例#脑栓塞
<

例#糖尿病
!@

例'

?#@

!

方法
!

将
<<

例下肢骨折患者随机分成常规组和干预组#

每组
00

例#常规组按术后常规护理#干预组采取术前心理指

导(预防
R).

相关知识宣教(术后早期活动与锻炼(加强药物

预防等一系列的护理干预措施'

?#@#?

!

术前护理
!

$

!

&术前评估!高龄(女性(吸烟(糖尿病(

肥胖(小腿肿胀(下肢静脉曲张(心功能不全和既往有
R).

形

成史及严重外伤史患者术后易发生
R).

#要详细询问病史并

进行必要的超声诊断及血常规(出凝血时间(凝血酶原时间(血

脂(血糖测定'术前积极纠正贫血(高血压(糖尿病及其他心血

管疾病'$

"

&健康宣教!患者入院后根据不同病情进行健康教

育#责任护士以口头教育为主#对其文化水平(理解能力(心理

状态(生活方式(家庭社会支持(医学知识知晓情况以及已发生

静脉栓塞的相关因素进行评估#采取预防
R).

综合护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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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针对不同患者进行个体侧重健康教育#引起他们的重视'

如吸烟者指导术前
!

周戒烟#以免烟中尼古丁刺激血管引起静

脉收缩#增加血液黏稠度%过度谨慎(不敢活动的患者#要消除

他们的疑虑#鼓励并帮助患者功能训练'

?#@#@

!

术中护理
!

手术操作轻柔细致#防止不必要的组织损

伤'特别注意保护暴露于手术野的血管#以免损伤血管内膜而

诱发血栓形成'

?#@#A

!

术后护理
!

$

!

&术后抬高患肢#使其与床面形成
"%n

"

0%n

角#避免将软枕单独垫在患者窝下或小腿处#防止深静脉

回流障碍'$

"

&术后补足液体#并建议患者多饮水#每天饮水

"%%%

"

0%%%58

#使血液得到稀释#避免脱水而增加血液黏

度'$

0

&观察下肢的血液回流情况#需观察下肢皮肤颜色(皮

温(肿胀程度#必要时测量下肢同一平面的周径'$

$

&鼓励患者

术后早期行肢体活动及功能锻炼'方法!手术麻醉清醒后即进

行双下肢等长肌肉收缩锻炼和力所能及的主(被动踝关节背伸

跖屈活动#股四头肌主动收缩运动#并辅以下肢肌肉向心性被

动按摩#促进静脉回流#预防
R).

发生)

$/?

*

'定时翻身#翻身

时避免患肢受压#以每
!

"

"

小时翻身
!

次为宜'髋部骨折患

者每小时督促做上肢悬吊抬臀动作#卧床期间多做深呼吸(咳

嗽动作#促进肺复张'术后拔除引流管后进行关节功能训练机

$

(1+

&康复训练'对有小腿水肿(下肢静脉曲张(心功能不全

和以往有
R).

形成史及严重外伤史的患者下床活动时用弹

力绷带包扎患肢#从大腿中段开始至踝关节上段#步行训练#以

患者能耐受(不疲劳(无明显疼痛为宜'$

4

&预防性抗凝药物的

应用'对高危人群如中老年患者(体型肥胖及伴高血压(糖尿

病(冠心病患者于术后
<D

给予低分子肝素
4%%%2g

皮下注射

$

"

?9

#

"

次"天'$

<

&物理预防措施'应用足底静脉泵$

)a1

&(

间歇充分加压装置$

21(

&及梯度压力弹力袜$

'(*

&等#利用其

机械性原理促使下肢静脉血流加速#避免血液滞留#降低术后

下肢
R).

发生率'

@

!

结
!!

果

常规组中有
!0

例发生
R).

#发生率
0;#$U

#干预组中有

0

例发生
R).

#发生率
;#!U

'干预组
R).

的发生率明显少

于常规组'本组
<<

例患者中并发
R).!<

例$

"$#"U

&#治愈

!4

例#死亡
!

例'

A

!

讨
!!

论

A#?

!

下肢
R).

与患者年龄之间的关系
!

随着年龄的增长#

R).

的发生率越高'原因主要是老年患者血管弹性较差#血

液黏稠度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偏高)

@

*

'据报道#

$%

岁以

上的患者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其血小板的聚集性增加#而纤维

蛋白酶的溶解性降低'由于血液黏稠度增高#而导致血流缓

慢#再加上外来因素的影响$如下肢外伤等&#促使血栓容易形

成'本文并发
R).!<

例#半数年龄在
?%

岁以上#且既往有高

血压(糖尿病史'

A#@

!

下肢
R).

与手术之间的关系
!

$

!

&手术中脊髓麻醉或

全身麻醉导致周围静脉扩张#静脉血流速度减慢#下肢肌肉完

全麻痹#失去收缩功能#致使血流滞缓#形成下肢
R).

%$

"

&手

术中所用的填塞纱布压迫下腔静脉#导致下腔静脉回流受阻%

$

0

&手术的激惹反应出现血小板增加#凝血时间缩短'术后患

肢轻度肿胀是正常现象#如出现肢体远端向近心端发展的凹陷

性水肿并伴有浅静脉充盈#皮肤青紫(潮红等为静脉淤滞所致'

需观察下肢皮肤颜色(皮温(肿胀程度#必要时测量下肢同一平

面的周径'本文并发
R).!<

例患者分别于术后
$@

"

?"D

出

现大腿胀痛#皮肤紧绷#皮温比对侧肢体升高#抽静脉血检查时

见血液黏稠且抽出困难#立即彩色
Z

超检查确诊为股静脉血

栓形成#给予尿激酶溶栓治疗后
!4

例治愈出院#

!

例因并发症

死亡'

A#A

!

长期卧床患者下肢
R).

发生率较高
!

长期卧床患者发

生
R).

的概率高达
!"U

'由于骨折创伤或术后局部软组织

肿胀#压迫静脉阻碍回流%患者下肢骨折不易搬动长时间卧床#

下肢肌肉松弛#导致静脉回流减慢'

A#B

!

心理支持
!

患者一旦发生深静脉血栓#由于对疾病不了

解#担心治疗无效(症状加重(溶栓过程中出现意外等#会悲观

失望(恐惧不安'应根据患者不同的文化水平(社会背景及性

格特点#有针对性地向他们介绍疾病的病因(治疗及预后#消除

其不良心理#积极配合治疗#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指导患者

进食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软食#禁食辛辣及刺

激性食物#多吃水果及富含纤维素蔬菜#如韭菜(芹菜(新鲜水

果(豆类及粗粮等#保持大便通畅#防止增加腹腔压力#影响下

肢静脉回流'

综上所述#实施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骨科围术期患者

R).

发生率'针对静脉血栓形成的因素#对骨科患者围术期

患者及时开展健康教育(早期活动和功能锻炼(密切观察病情

及相关指标(加强物理和药物预防等系统护理干预#可帮助骨

科患者围术期排除潜在的心理问题和反应#促进术后的恢复及

抑制术后下肢
R).

的形成#能有效降低骨科围术期患者
R).

的发生率#大大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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