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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透析套管针在免疫吸附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将
7-

例需行免疫吸附的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观察组采用
5>;:

H

E;C=

套管针作为临时血管通路进行免疫吸附!对照组采用可采血
&+W

的留置针作为临时血管通路进行

免疫吸附!比较两组免疫吸附时血流量&堵管率&打折率!留管时间$结果
$

观察组的堵管率&打折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观察组的血流量&留管时间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透析套管针作为临时血管

通路进行免疫吸附!其操作简单!材料经济实惠!具有堵管率低&打折率低&留管时间长&血流量充足!减轻患者痛苦!减少资源浪费

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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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吸附是一种利用吸附柱选择性的吸附清除致病物质

的体外循环技术!可以有效吸附清除自身抗体!达到净化血液"

缓解病情的目的!联合药物治疗对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很

好的效果!临床上已广泛推广使用$

&

%

#免疫吸附要求建立能保

证充足血流量的静脉通道!而免疫吸附用透析套管针建立血管

通路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护理技术操作#透析套管

针由导管"压缩管"适配器"过滤适配器组成!用途上分为外针

和内针(外针由导管座和鲁尔接头组成*内针由导引针和导引

针座组成#透析套管针的优点是流速快"堵管率低"留管时间

长!同时具有价廉的特点#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选择经济实

惠的透析套管针为血液净化建立血管通路!不失为患者的一种

较好选择#本研究通过对患者采用透析套管针作为临时血管

通路进行免疫吸附!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风湿免

疫专科行免疫吸附的
7-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7-'-b+'/

'岁#对照组男
+

例"女
&7

例*年龄

%(

!

(+

岁!平均&

7.'-b)'/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穿刺

部位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实施静脉置管操作的人员为
.

名主管护师!患者

入院后根据患者分组情况对患者进行穿刺!参照静脉穿刺手册

的操作规程与技巧进行操作#

='>'=

$

穿刺方法
$

&

&

'观察组采用日本美德医疗集团生产的

透析留置用动静脉穿刺套管针&

Z9

H

?<E;C=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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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透

析套管针'#选择合适静脉血管!按照如下方法操作(操作者洗

手需戴无菌手套并评估环境!准备好透析套管针!操作者戴无

菌手套捏住穿刺针针梗部位!以
.-g

刺入静脉!见有回血时降低

穿刺角度!将留置针继续沿血管前行
-'.E:

#退针芯时按压

外套管尖端处!防止血液外溢!按压同时右手退出针芯!松开止

血带&静脉'!在鲁尔接头处连接备好的管路!行免疫吸附!免疫

吸附结束后!拆去血管通路!快速推入稀释肝素盐水或
-'/*

氯化钠溶液!用肝素帽将其与套管针鲁尔接头旋紧后常规固

定!再用无菌透明敷料作密闭式固定!再次行免疫吸附时!将无

菌透明敷料取掉!取下肝素帽!消毒针座!将血管通路接头与套

管针的鲁尔接头旋紧后常规固定即可#&

.

'对照组采用美国

1$

公司生产的
&+W

的留置针!选择周围合适静脉血管!操作

方法如下(操作者洗手需戴无菌手套并评估环境!准备好
&+W

的留置针!持针翼以
.-g

刺入静脉!见回血后角度降低约
&-g

再

进针
-'.E:

!并将钢针退入导管
-'.E:

后!将导管全部送入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泸州市科技局资助项目&川科发计$

.-&7

%

&-

号'#

$

作者简介$徐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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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护师!本科!主要从事血液净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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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置管成功后回流的血液流入留置针后面的延长管内!松

开止血带&静脉'!拔出针芯!用无菌透明敷料作密闭式固定!当

留置针穿刺成功后!拔出针管!将血管通路的接头与可采血
&+

W

的留置针的鲁尔接头旋紧后常规固定即可!当免疫吸附结束

后!拆去血管通路!将肝素帽与可采血
&+W

的留置针的鲁尔接

头旋紧后常规固定!另将留置针的长导管弯曲固定即可!再次

免疫吸附时!取下肝素帽!消毒可采血
&+W

的留置针的鲁尔接

头后!将血管通路的接头与可采血
&+W

的留置针的鲁尔接头

旋紧后常规固定即可#

='>'>

$

观察指标
$

两名主管护师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免疫吸

附时血流量"留管时间"堵管率及打折率#堵管率(堵管例数)

置管人数
h&--*

!打折率(打折例数)置管人数
h&--*

#评价

方法(留置针回抽无回血!推生理盐水有阻力视为堵管$

.

%

*留置

针尾部导管出现弯曲"折叠视为打折#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UZZ&,'-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Ob?

表示!采用

4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穿刺留置针堵管率"打折率的比较
$

对照组的

堵管率"打折率明显低于观察组!两组在堵管率"打折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7

"

,'-(/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穿刺留置针堵管率'打折率的比较"

%

%

*

&#

组别
%

打折率 堵管率

观察组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两组患者血流量"留管时间的比较
$

观察组的血流量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血流量"观察组的留管时间长于对照组!两组

在血 流 量"留 管 时 间 上 比 较!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4dc&)'%%%

"

c.',/(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血流量'留管时间的比较%

Ob?

&

组别
%

血流量&

:#

)

:AI

' 置管时间&

V

'

观察组
.- &7('(-b7'7% .'7-b-'%-

对照组
.- /7'(-b%'&& %'--b-'(-

?

$

讨
$$

论

$$

随着护理科学的不断进步!套管针因其操作简单"套管柔

软不易损伤周围组织"流量大而广泛运用临床#从动脉留置"

动静脉内瘘穿刺到造影剂注入的应用!从外科引流"膀胱穿刺

造瘘到联合呼吸机穿刺急救应用等$

%3&.

%

#血液净化使用套管

针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在临床应用中可以增加血液透析患

者的整体舒适度"降低穿刺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笔者利用透

析套管针应用于临床免疫吸附亦取得较好效果$

&%

%

#

?'=

$

使用透析套管针可增加免疫吸附血流量
$

建立血流量充

足的静脉通道是免疫吸附的基本要求!静脉留置针针管径大!

内表面光滑!阻力小!最大流速可达
/,:#

)

:AI

$

&7

%

#本研究结

果显示!透析套管针的血流量明显高于常规静脉穿刺组!最大

血流量可达
&(-:#

)

:AI

!能够满足免疫吸附对血流量的要求#

透析套管针引起高血流量的原因与透析套管针的导管前端带

有独特的侧孔设计有关!使流速更快!充分满足血液交换要求#

透析套管是柔软的氟树脂套管!可以通过调整套管的角度和位

置来获得更好的血流量!调整时不必担心对血管内壁的伤害#

套管针置管后仅在血管内留一中空软管!不受体位变动所影

响!不易穿破血管致液体外渗!易于固定!可较长时间保留$

&(

%

#

?'>

$

使用透析套管针打折率"堵管率低!留管时间长
$

本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堵管率低于对照组!且留管时间长于对照#

这可能与透析套管针无延长管!从而无折叠和扭曲有关!这种

情况相对有延长管的静脉留置针来说减少血栓形成风险*其创

新导管设计减少血管壁损伤!防止凝血#

&+W

留置针带延长

管易折叠和扭曲!有血栓形成而导致堵管的风险#对静脉留置

的时间长短!美国输液护理学会将套管针的保留时间规定为
%

V

!我国尚无统一规定!一般留置针的留置时间可达
%

!

(V

但

应避免长时间压迫有留置针的肢体引起血液回流受阻!导致血

液凝固"阻塞而影响留置时间$

&+

%

#

?'?

$

使用中透析套管针的注意事项
$

&

&

'无菌使用透析套管

针!注意穿刺部位有无感染#&

.

'较粗较直的静脉血管应该是

透析套管针穿首先!同时避免选择靠近关节!神经的血管!以免

造成损伤#&

%

'使用透析套管针连接时务必压住针头前端处血

管上方皮肤!以防止因静脉内压力使血液外流造成感染#

综上所述!透析套管针作为临时血管通路进行免疫吸附!

其操作简单!材料经济"实惠!具有堵管率低"留管时间长!减轻

患者痛苦!减少资源浪费!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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