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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扫描检查中碘对比剂渗漏因素及相关性分析"

黄超琼!曾勇明!陈洪玲!黄
!

扬!吴家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重庆
JGGG(Q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E%

增强扫描检查中碘对比剂渗漏的相关因素及预防措施%方法
!

对
FG(H

年
E%

增强扫描检查中发生

渗漏的
JQ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不同性别患者的渗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5GH

$)渗漏率与患者年龄

有关"

"

%

G5G(

$)渗漏率随注射速率增加有升高趋势"

"

%

G5GH

$!渗漏率与对比剂浓度有关"

"

%

G5GH

$)渗漏率没有随注射剂量增

加而升高的趋势"

" Ĝ5QWH

$)渗漏率与注射护士从事该项工作年限长短有关"

"

%

G5G(

$%结论
!

女性患者的渗漏率较男性高!年

龄越大&对比剂浓度越大&注射速率越快&注射护士从事该项工作年限越短!渗漏率越大%

"关键词#

!

体层摄影术!螺旋计算机)碘对比剂)渗漏

"中图法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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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

E%

增强扫描检查已成为临床

许多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的必要影像学检查手段之一"而药物

外渗是做此项检查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也是困扰
E%

护士最主

要的问题$

(

%

!碘对比剂外渗到局部组织"轻者可表现为局部组

织肿胀#疼痛"严重者可发生皮肤坏死#溃疡"甚至导致筋膜间

隙综合征$

F

%

!本文对导致
E%

增强扫描对比剂渗漏的因素进

行回顾性分析"以期寻找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提高护理质量!

@

!

资料与方法

@5@

!

患者一般资料
!

回顾性收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FG(H

年
(b(F

月行
E%

增强扫描检查的
JGGFR

例患者的临床

资料"其中男
FFKR(

例#女
(WGKF

例"年龄
(G

"

(GR

岁"平均

&

HW5FQa(H5GI

'岁!发生对比剂渗漏的患者
JQ

例"其中女
FW

例"男
(K

例+年龄最小者
FK

岁"最大者
II

岁"平均&

QG5IFa

(J5II

'岁!

@5A

!

护士基本情况
!

注射护士共
(J

人"均为女性"年龄
FR

"

FK

岁"平均&

FQ5RQa(5IF

'岁+学历中专
(

人#大专
W

人#本科
Q

人"从事该项工作年限为
G5H

"

I5H

年"平均年限&

R5WHaF5IW

'

年+

FG(H

年实际从事该项工作的天数为
J

"

WG=

"平均&

JJ5GW

aFG5IH

'

=

!

@5B

!

操作方法
!

所有病例均采用威高
-?S

型静脉留置针建

立静脉通道"注射部位一般选择前臂头静脉#贵要静脉和肘正

中静脉!根据检查部位#注射压力及血管情况选择留置针型

号(冠状动脉选
(IS

"其他部位选
FGS

+采用
"/=<*=8B3F(F

双

筒高压注射器推注对比剂!碘对比剂均为非离子型"根据对比

剂使用原则及患者检查部位选择不同浓度的碘对比剂(肺动脉

血管扫描&肺
E%N'

'选择
RWGA

,

#

*

A\

或
JGGA

,

#

*

A\

"颅脑#

心脏#上下腹部及盆腔#肾脏等部位血管扫描&四肢血管除外'

选择
RWGA

,

#

*

A\

"多部位联合扫描选择
RHGA

,

#

*

A\

或
RWG

A

,

#

*

A\

"胸部选择
RFGA

,

#

*

A\

"颅脑部选择
RGGA

,

#

*

A\

+对

比剂用量(肺
E%N'RG

"

JGA\

"冠状动脉#颅脑
HG

"

QGA\

"

血管及胸部
IG

"

IHA\

"多部位联合
KG

"

(GGA\

+注射速率(

冠状动脉
H5G A\

*

8

+血管
J5G A\

*

8

+其他部位
F5G

"

R5G

A\

*

8

!其中
FHI

例
(I

岁以下少年儿童留置针选用
FG

"

FFS

"

对比剂注入剂量按照
(5G

"

(5HA\

*

X

,

"注射速率
(

"

FA\

*

8

"

无对比剂渗漏发生!

@5C

!

对比剂渗漏率计算方法
!

对比剂渗漏率
^

&渗漏例数*

E%

增强扫描总人数'

f(GG̀

$

R

%

!

@5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Q5G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
!

F 检验"以
"

%

G5GH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A

!

结
!!

果

A5@

!

患者的性别和年龄与对比剂渗漏率的相关性
!

本组病例

KIWR

重庆医学
FG(W

年
K

月第
JQ

卷第
FW

期

"

基金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国卫办$

FG(R

%

HJJ

'!

!

作者简介$黄超琼&

(KWKb

'"本科"主管护师"主要从事对比剂不良反应方

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A*94

(

FKKJJIHHFW

!gg

5B0A

!



中"女性患者和男性患者的渗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5GH

'"且女性患者的渗漏率高于男性患者"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患者的对比剂渗漏情况

性别
!

渗漏
!

渗漏率&

`

'

女
(WGKF FW G5(Q

男
FFKR( (K G5GI

!!

患者年龄与对比剂渗漏率的关系见图
(

"年龄
RK

岁以上

的各组患者对比剂渗漏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

IG

岁以上组的

渗漏率较高!

图
(

!!

患者年龄与对比剂渗漏率的关系

A5A

!

对比剂注射方案与渗漏率的相关性
!

本组病例中"渗漏

率随注射速率加快而逐渐升高&

"

%

G5GH

'"见图
F

!

图
F

!!

注射速率与对比剂渗漏率的关系

!!

渗漏率有随对比剂浓度增加而增高的趋势&

"

%

G5GH

'"对

比剂浓度越高渗漏率越高"见图
R

!

图
R

!!

对比剂浓度与渗漏率的关系

!!

从本组数据显示"渗漏率与注射剂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

性&

" Ĝ5QWH

'"见图
J

!

图
J

!!

注射剂量与渗漏率的关系

A5B

!

护士的基本情况与对比剂渗漏率的相关性
!

渗漏率与注

射护士的年龄&

" Ĝ5GHJ

'#学历&

" Ĝ5J(Q

'无相关性"而与从

事该项工作年限有关&

"

%

G5G(

'"见表
F

!

表
F

!!

(J

名护士的年龄'学历及工作年限与渗漏率的关系

编号
年龄

&岁'

学历
从事该项工

作年限&年'

注射总

人数
渗漏例数

渗漏率

&

`

'

( FR

本科
G5H FQK F G5WJ

F FQ

大专
G5H KGW ( G5((

R FW

大专
G5H R(HF H G5(Q

J FJ

中专
F5H (GHJ R G5FI

H FH

大专
F5H JGHW K G5FF

Q FH

大专
F5H JJIQ F G5GJ

W FQ

大专
F5H JGKI Q G5(H

I FW

本科
R5G FQQ( J G5(H

K FH

大专
R5H FWJF F G5GW

(G FW

大专
J5H RRJ( R G5GK

(( FI

本科
J5H FIIF R G5(G

(F FI

本科
I5H FQHJ F G5GI

(R FK

本科
I5H RRKQ R G5GK

(J FK

本科
I5H JRFJ ( G5GF

B

!

讨
!!

论

B5@

!

对比剂渗漏的原因分析
!

对比剂渗漏是
E%

增强检查的

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任何
(

例对比剂渗漏都可导致患者投

诉"甚至引发医患纠纷!本研究通过回顾性收集
JQ

例对比剂

渗漏患者的资料"对渗漏原因进行分析!

B5@5@

!

患者因素
!

本研究显示女性患者的对比剂渗漏率明显

高于男性患者&

"

%

G5GH

'"可能与女性患者静脉血管特性有

关$

J

%

"其血管内腔较男性小"血管壁薄"在受到相同压力情况下

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容易发生对比剂渗漏!对比剂渗漏率

与患者年龄也有关"患者年龄越大"对比剂渗漏率越高!本组

数据中"随着年龄增大各年龄组渗漏率逐渐增加!年龄较大的

患者&尤其是
IG

岁以上'由于血管细#弹性差#脆性增加以及皮

下组织少致皮肤松弛"在受到高压力下易导致血管破裂"因而

发生渗漏!

B5@5A

!

对比剂因素
!

本组数据显示"当对比剂流速达到
J

A\

*

8

及以上时其渗漏率约是
F

"

RA\

*

8

的
(5I

"

F5I

倍"对比

剂流速快时对血管冲击力强"使血管渗透性增加"易发生对比

剂渗漏"这与祝红线等$

H

%的研究结果一致+渗漏率有随对比剂

浓度增加而升高的趋势"对比剂浓度越大"其黏稠度越高"在用

同样压力推注对比剂时"浓度越高在血管内流动速度越慢"持

续推注的压力就会传递至血管壁"从而使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增

大"渗漏率就会增加+渗漏率与注射剂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

性&

" Ĝ5QWH

'"这可能与笔者根据患者检查部位选择不同浓

度的碘对比剂有一定关系!

B5@5B

!

注射护士因素
!

从研究数据可以看出"渗漏率与注射

护士从事该项工作年限有关&

"

%

G5G(

'"工作
R

年以上的护士

渗漏发生率明显比
R

年及以下的护士低!这跟注射护士工作

经验有很大关系"护士经验越丰富(&

(

'对血管的评估和选择越

细心#越准确"穿刺成功率越高"避免了对患者进行重复穿刺"

减轻了患者的痛苦+&

F

'留置针的固定方法越灵活"防止了留置

针滑脱+&

R

'摆放体位时越仔细"与患者沟通交流越到位"使患

者检查时更舒适"压力更小+&

J

'能根据患者血管及配合情况与

GKWR

重庆医学
FG(W

年
K

月第
JQ

卷第
FW

期



技术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提出可行的注射速率"从而降低渗

漏发生率!

B5A

!

对比剂渗漏的预防措施

B5A5@

!

心理护理及健康宣教
!

在行
E%

增强扫描检查前患者

普遍存在紧张#恐惧心理"做好心理护理和健康宣教非常必要!

检查前"应指导患者认真阅读,增强
E%

检查知情同意书-"并

签字!详细询问病史#过敏史"给患者讲解检查的目的#意义#

方法#配合过程#检查中对比剂渗漏的症状及可能出现的不良

反应"指导患者正确应对"使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消除恐惧和

紧张心理并积极配合检查$

Q

%

!

B5A5A

!

建立有效的静脉通道
!

李素芬等$

W

%认为对血管条件差

的患者应尽量采用留置针"以减少对比剂外渗的发生"本科室

从
FGGQ

年开始全部采用留置针穿刺"并尽可能安排经验丰富

的护士从事该项工作!一般选择粗直#富有弹性"并能很好固

定的血管"如头静脉#贵要静脉和肘正中静脉"避开四肢关节

处#血管分叉及静脉窦处穿刺+对血管情况差的患者#老年患

者#女性患者等在穿刺前可局部热敷"使较深的血管暴露出来

再进行穿刺!穿刺成功后妥善固定"防止留置针滑脱!

B5A5B

!

对比剂的外加温
!

对比剂均用恒温箱加温至
RWd

!

将对比剂加温至
RWd

"不会破坏其稳定性"随着温度的升高"

分子运动加快"其黏稠度也随之降低$

I?K

%

"从而降低了高浓度药

物外漏的发生率$

(G

%

!

B5A5C

!

检查前及检查中的观察
!

在为患者摆好体位"接好留

置针后"预推生理盐水
FGA\

可预防渗漏的发生$

((

%

!在推注

生理盐水时"做到,一看#二摸#三询问-",看-注射局部有无肿

胀",摸-血管"感知液体走向及局部有无渗漏肿胀",询问-患者

局部有无胀痛及不适"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在检查中推注对比

剂时"尤其是女性及老年患者#冠状动脉及血管检查时认真观

察患者的反应及高压注射器压力变化"以便及时停止注射"避

免渗漏事件发生!

综上所述"对比剂渗漏与患者的性别#年龄#对比剂的浓

度#注射速率"注射护士的经验等因素均存在相关性!揭示出

对比剂渗漏的原因"能为预防对比剂渗漏指明方向"减少对比

剂渗漏"有利于减轻患者痛苦"增加患者就诊的舒适度和安全

感"从而提升护理质量"改善医护患关系!然而"对比剂渗漏的

原因错综复杂"气候#患者疾病#注射部位#注射护士工作责任

心及情绪#患者安置留置针的等待时间长短等均可能导致对比

剂渗漏率升高!针对这些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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