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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综合评价循证护理对减少或预防患者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I"##

#置管并发症发生的应用效果%

方法
!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Z"I

资源!

ICV='E

数据库!收集国内外应用循证护理的方法

减少或预防
I"##

置管并发症的随机对照研究!采用
6'O&)?8,3

软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
&'()

分析%结果
!

共纳入
%;

个随机对照研究!

*39!

例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循证护理组患者
I"##

置管并发症"静脉炎&穿刺点感染&导管脱

出或异位及导管堵塞#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3,38

#%结论
!

循证护理可有效减少或预防
I"##

置管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护

理质量的同时改善
I"##

置管患者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

循证护理(中心静脉导管(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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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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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B

'/J

B

@'/)D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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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是经外周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头静

脉#穿刺插管!其尖端位于上腔静脉或锁骨下静脉的导管&

%

'

$

肿瘤化疗及肠外营养的患者需要长期输注高渗性%刺激性药

物!

I"##

置管可以有效缓解反复静脉穿刺%机械性静脉炎%化

疗药外渗引起的化学性静脉炎及组织坏死等给患者带来的痛

苦!但
I"##

置管可导致各种并发症"静脉炎%导管脱出%穿刺

点感染及导管堵塞#的发生!不但影响治疗效果!还会增加患者

痛苦!严重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M+

'

$本研究采用
&'()

分析

方法检验循证护理对减少或预防
I"##

置管并发症发生的应

用效果!为今后临床工作中减少或预防其并发症的发生!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提供科学可靠的循证证据$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纳入标准+"

%

#建库到
!3%+

年
;

月公开发表!

内容涉及循证护理预防
I"##

置管并发症的研究,"

!

#随机对

照试验"

6#7

#,"

*

#严格按照)循证护理*的操作步骤实施循证

护理$排除标准+"

%

#重复文献%综述%会议摘要及无对照组的

临床分析文献,"

!

#非随机对照研究$

B,!

!

方法

B,!,B

!

检索方法
!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

ICV='E

数据库!中文数据库以)循

证护理%

I"##

%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并发症*为检索关键词或

主题词!

ICV&'E

数据库检索词为)

'OJE'?<'MV)1'E?C/1J?

.

*!)

B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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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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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DJ<)M

(JA?1

*!同时进行参考文献的追溯$以此检索建库至今国内外

公开发布的关于循证护理预防
I"##

并发症的相关研究文献$

由
!

名研究者采用互盲的方式独立进行文献的筛选!有争议的

文献交由第三方进行裁决$

B,!,!

!

文献质量判断标准
!

文献质量判断标准采用澳大利亚

LK"

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证据分级系统
!3%3

年版评价标准分析

文献质量!根据循证医学证据分类分级水平和依据!研究证据

按质量由强到弱分为
>

级%

K

级%

#

级
*

个水平&

8

'

$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国际
#A<@/)?<'

组织推荐的
6'OM

&)?8,3

软件对纳入研究的资料进行
&'()

分析$应用
!

! 检验

评价
N>6g

研究之间的同质性"

!

#

3,%

!

F

!

"

83:

为检验水

准#检验!当各研究结果之间不存在明显异质性!合并分析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

!

结
!!

果

!,B

!

文献基本情况
!

初步检索文献
!*+

篇!其中中文文献

!!!

篇!外文文献
%!

篇!阅读题目%摘要后剔除重复报道%综述

类文献或信息量不全的文献!初筛获得文献
94

篇!进一步阅读

全文!排除信息不全%非干预研究及非随机对照研究等最终纳入

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研究
%;

篇!均为中文文献!见表
%

$

!!

各研究纳入研究对象人数为
;%

!

%83

例不等!共计
*39!

例患者!其中干预组
%8+3

例!对照组
%88!

例!均为循证护理

方法与常规护理干预措施对比在预防和减少
I"##

置管并发

;+!+

重庆医学
!3%8

年
%3

月第
++

卷第
*3

期



症的研究$纳入的
%;

项研究均为
6#7

!所有文献均为
K

级!

提示所纳入文献质量为中等水平$

纳入研究中对照组均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干预组应用

循证护理方法!通过查阅资料!总结
I"##

术后患者容易出现

的并发症!对其发生原因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制订相应的护理

计划!现将纳入研究针对不同并发症的循证护理实践具体实施

方案总结如下!见表
!

$

!,!

!

循证护理对预防
I"##

置管静脉炎发生的应用效果
!

纳

入研究中有
%*

篇文献报道了循证护理对
I"##

置管静脉炎发

生的影响情况!对
%*

篇文献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见图
%

+异

质性检验
F

!

23:

!

!2%,33

!合并效应值优势比
KE

值为
3,*8

"

98:DF

+

3,!4

!

3,+;

!

G24,45

!

!

"

3,3%

#!见图
%

$

!,"

!

循证护理对预防
I"##

置管穿刺点感染的应用效果
!

纳

入研究中
%8

篇文献报道了循证护理对
I"##

置管穿刺点感染

发生的影响情况!对
%8

个研究进行异质性检验!异质性检验

F

!

23:

!

!23,9+

!合并效应值优势比
KE23,**

"

98:DF

+

3,!+

!

3,+4

!

G24,4+

!

!

"

3,3%

#!见图
!

$

表
%

!!

纳入的
6#7

的一般情况

纳入研究 年份"年# 研究对象
结局指标

S% S! S* S+ S8

e$

"分#

严世英&

4

'

!3%*

恶性肿瘤并行化疗的患者
' ' ' ' '

%

冯淑娴等&

;

'

!3%%

血液科患者
i

' ' '

i %

刘翔宇等&

5

'

!3%*

恶性肿瘤并行化疗的患者
' ' '

i

'

!

张华苑等&

9

'

!3%*

乳腺外科%肿瘤科等患者
' ' ' '

i %

张玉芬等&

%3

'

!3%!

恶性肿瘤并行化疗的患者
' ' '

i

'

%

林玲琴等&

%%

'

!3%*

所有
I"##

置管患者
i

' ' '

i %

袁敏&

%!

'

!3%*

肺癌化疗患者
' ' ' '

i %

陈香等&

%*

'

!3%*

恶性肿瘤并行化疗的患者
' '

i

'

i %

韩冬初&

%+

'

!3%*

危重新生儿
' ' ' '

i %

汪跃友等&

%8

'

!339

颅脑损伤患者
' ' ' '

i %

李蓉等&

%4

'

!3%%

晚期胃癌患者
' ' '

i

'

!

董运凤&

%;

'

!3%!

乳腺癌化疗患者
' '

i

'

i %

张娅娅等&

%5

'

!3%*

直肠癌患者
' ' ' '

i !

郑洁芸等&

%9

'

!3%*

肿瘤化疗患者
' ' '

i

'

%

刘莹&

!3

'

!3%+

乳腺外科%肿瘤科等患者
' ' ' '

i %

许妍&

!%

'

!3%+

肿瘤患者
'

i

' '

i %

庄曼贤&

!!

'

!3%+

肿瘤患者
'

i i i i %

!!

S%

+静脉炎,

S!

+感染,

S*

+导管脱出或异位,

S+

+导管堵塞,

S8

+穿刺点出血,

'

+有此并发症,

i

+无此并发症,

e$

+纳入文献质量评分$

图
%

!!

循证护理减少
I"##

置管静脉炎的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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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第
++

卷第
*3

期



表
!

!!

纳入的
%;

篇研究针对不同
I"##

并发症的循证护理实践

并发症种类 针对不同并发症的
-KN

实践

静脉炎&

4

!

5M%3

!

%!M!!

'

"

%

#使用无粉无菌手套,"

!

#推进导管动作应轻柔,"

*

#选择粗%直%大的血管!远离肘窝关节,

"

+

#使用湿热敷扩张血管,"

8

#穿刺以右路静脉为主,"

4

#置管后
*E

内热敷!

*3=J?

(次!

*

次(
E

$

穿刺点感染&

4M!3

'

"

%

#加强
I"##

置管的操作培训并考核通过后方可操作,"

!

#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

*

#消

毒液的选择,"

+

#置管期间密切观察穿刺部位有无渗血%渗液%红%肿等,"

8

#加强患者的健

康教育$

导管脱出或异位&

4M%!

!

%+M%4

!

%5M!%

'

"

%

#取半坐卧位置管!床头抬高约
+8j

,"

!

#将导管头固定!导管呈
$

形固定,"

*

#每周更换敷

贴
%

次!更换时应沿导管方向由下向上揭去敷贴,"

+

#待干燥后贴膜,"

8

#详细记录外置导管

的长度和穿刺时间,"

4

#加强健康宣教!穿衣时先穿置管侧!脱衣时先脱置管侧$

导管堵塞&

4M;

!

9

!

%%M%8

!

%;M%5

!

!3M!%

'

"

%

#根据药物的性质与浓度!合理调整液体速度和顺序,"

!

#不同药物之间冲洗导管,"

*

#正

确的封管方法,"

+

#每周对导管进行冲洗,"

8

#应用尿激酶稀释液溶栓$

图
!

!!

循证护理减少
I"##

置管穿刺点感染的森林图

图
*

!!

循证护理减少
I"##

置管导管脱出或异位的森林图

9+!+

重庆医学
!3%8

年
%3

月第
++

卷第
*3

期



图
+

!!

循证护理减少
I"##

置管导管堵塞的森林图

!,#

!

循证护理对减少
I"##

置管导管脱出或异位的应用效果

!

纳入研究中
%*

篇文献报道了循证护理对
I"##

置管导管脱

出或异位发生的影响情况!进行异质性检验!森林图异质性检

验
F

!

23:

!

!23,99

!合并效应值优势比
KE23,*3

"

98:DF

+

3,!%

!

3,+!

!

G24,93

!

!

"

3,33%

#!见图
*

$

!,C

!

循证护理对减少
I"##

置管导管堵塞的应用效果
!

纳入

研究中
%%

篇文献报道了循证护理对
I"##

置管导管堵塞发生

的影响情况!进行异质性检验!森林图异质性检验
F

!

23:

!

!23,94

!合并效应值优势比
KE

值为
3,!%

"

98:DF

+

3,%!

!

3,*;

!

]28,8;

!

!23,33*

#!见图
+

$

"

!

讨
!!

论

!!

循证护理是一种通过查阅文献寻找科学研究结果作为证

据!结合护理专业技能和临床经验及患者实际情况为患者采取

最佳措施的一种护理方式&

!*M!8

'

$本研究所纳入的
%;

篇文献中

循证护理措施稍有差异!但都能够通过循证护理方式对患者进

行护理!首先通过检索文献及临床实践对患者的主要并发症进

行观察了解!发现
I"##

置管过程中发生静脉炎%穿刺点感染%

导管脱出或异位%导管堵塞等发生的主要原因有+护理人员无

菌操作不规范%患者免疫功能下降%留置时间过长%导管的选择

不适%护士穿刺技术不熟练及加药方式不当等$循证护理小组

针对如何预防
I"##

并发症提出循证问题!对并发症的成因及

预防措施进行相关资料的查阅!重点评估导致
I"##

并发症的

危险因素!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献寻找相关研究证据!对科

研证据的有效性和推广性进行审慎评审后!即将科研证据转化

为临床证据!并根据临床证据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及医生的建

议作出符合患者需求的护理计划!在
I"##

护理过程中严格做

到科学合理穿刺%选择合适的导管%控制导管留置时间%严格无

菌技术及消毒隔离制度%强化操作训练及对患者宣教导管自护

的重要性等方面全程为患者提供科学有效的护理管理!真正做

到将研究结果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及时地解决患者的实际问

题!最大程度的减少
I"##

并发症的发生$

研究证明!循证护理模式将传统的经验型护理向科学型护

理转变!改变了护士过去主要以经验和直觉进行临床护理的习

惯!促进护士融入更多的思考!养成在工作中查阅资料%寻找证

据%不断更新专业知识的良好习惯$护理人员在预防和减少

I"##

并发症的实施过程中既丰富和添加护理证据!保证了临

床护理质量的提高!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综合素质和科研能力!

使护理工作更加系统%有效地进行$本研究结果证明!循证护

理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
I"##

患者静脉炎%穿刺点感染%导管

脱出或异位及导管堵塞并发症的发生!显著提高
I"##

患者的

生活质量!为今后减少或预防
I"##

置管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提

供了科学可靠的参考依据!提示护理人员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应

积极实施循证护理干预!从而更加科学%有效地促进护理工作

的发展$

但是!本次
&'()

分析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

#纳入文献在

研究过程中随机化程度不高,"

!

#部分研究样本量小!且未提及

样本量估算!这可能导致检验效能偏低$建议在以后研究中扩

大样本含量!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高质量研究!增强各研究间的

一致性!使研究结果更为严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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