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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技术的不断提升，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输液技术已经得

到了多方面的发展。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

管，是利用导管从外周手臂的静脉进行穿刺，导

管直达靠近心脏的大静脉，避免化疗药物与手臂

静脉的直接接触，加上大静脉的血流速度很快，

可以迅速稀释化疗药物，防止药物对血管的刺激。

其中创伤小、留置时间长是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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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两种换药包在静脉治疗门诊 PICC 置管患者导管维护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门诊 PICC 置管患者共 12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分组的方式，将 120 例门诊 PICC

置管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其中对对照组中的患者采用分散装换药包的方式进行干预；对观察组中的患者采用

集束化换药包的方式进行干预。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维护时间、护理满意度。结果   干预完成后，观察组在维护时

间、护理满意度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在静脉治疗门诊 PICC 置管患者导管维护

的过程中，采用集束化换药包的方式进行干预，能够显著地缩短维护时间，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进

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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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wo dressing change packages in catheter maintenance of PICC 

catheterization in intravenous therapy out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outpatients with PICC catheteriza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s of this study. By random number grouping, 120 outpatients  

with PICC catheteriz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mong them,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tervened by dispersive dressing packs,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intervened by bundle dressing 

change packages. The maintenance tim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maintenance tim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catheter maintenance of PICC catheterization in intravenous therapy outpatients, the intervention of bundle dressing 

change packages can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maintenance time, and has excellent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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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置管的显著优势，因而可将其应用于化疗、

肠外营养支持，其在输入高渗性、刺激性药物等

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1-2］。现阶段经

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的应用开始不断普及，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导管维护工作亦增加，通常

情况下门诊中有着相对繁忙的工作，在相对较大

的工作压力面前，如何有效地对导管进行维护，

保障护理质量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3-4］。经外

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维护的过程中常用的换

药包分为分散装换药包以及集束化换药包，相关

文献显示：采用集束化换药包进行导管的维护，

能够有效地减少所耗费的时间，同时能够降低不

良情况的发生率［5-6］。本文将选取 2020 年 1 月

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门诊 PICC 置管患者共

12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探究两种换药包在门诊

PICC 置管患者导管维护中的应用效果，详情如下

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门诊 PICC 置管患者共 12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字分组的方式，将 120 例门诊 PICC 置

管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照组中患

者共 60 例，其中男性患者共 35 例，女性患者共

25 例，年龄为 47~71 岁，平均年龄为（54.36±3.01）

岁；观察组中患者共 60 例，其中男性患者共 36 例，

女性患者共 24 例，年龄为 48~71 岁，平均年龄为

（54.42±3.11）岁。对照组与观察组一般资料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患者及家属均已同意参与本次

研究；②本次研究经本院审核通过；③经诊断确

认患者均符合 PICC 置管条件。

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出本次研究的患者； 

②精神异常、沟通障碍、配合度低的患者。

1.2   方法

1.2.1   观察组方法

对观察组中的患者采用集束化换药包的方式

进行干预。其中换药包之内包括：一次性无菌铺

巾，一次性无菌无粉手套，6 根长棉棒，透明敷料，

无菌免缝胶带，乙醇棉片，治疗小碗 2 个，无菌

小方纱。在对患者进行维护操作之前，专科护理

人员双手严格按照七步洗手法进行清洗，确保手

部保持持续性的清洁状态，将患者的旧敷料移除，

过程中注意动作的轻缓，敷料移除完成之后，对

患者穿刺部位周围的皮肤状况进行仔细的观察，

并加以记录，重点注意患者穿刺创口周围是否存

在异常分泌物，完成后再次对手部进行七步洗手

法清洗，将换药包打开，采用乙醇棉棒以及 2%

葡萄糖酸氯己定乙醇皮肤消毒液棉棒对患者穿刺

部位进行消毒处理，并铺上无菌铺巾。再次清洁

手部，佩戴相应的无菌手套，使用免缝胶带将患

者的外露导管进行固定，将 3M 透明敷料粘贴于

外露导管，采用蝶形的交叉固定方式进行固定的

加强，对胶带上的信息进行记录，整理所使用过

的物品。

1.2.2   对照组方法

对对照组中的患者采用分散装换药包的方式

进行干预。换药流程同上述观察组方式，维护时

所用的物品为分散装换药包。

1.3   观察指标

干预完成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维

护时间以及并发症发生率，其中并发症包括：过

敏性皮炎、局部肿胀、导管闭塞、导管移位、局

部感染、静脉炎；护理满意度分为 3 个评价指标，

分别为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意，护理满意度 = 

满意例数以及基本满意例数之和与总例数的比值。

数据均由研究期间搜集整理得出。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以 n（%）表述，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

料以 x±s 表述，采用 t 检验；当 P ＜ 0.05 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维护时间

干预完成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维

护时间，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详情如下所示：

对 照 组 的 维 护 时 间 为（23.39±7.01）min，

观察组的维护时间为（17.52±5.67）min；其中

t=5.043，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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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

干预完成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护

理满意度，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满意例数为 21 例，占 35.00%，

基 本 满 意 例 数 为 25 例， 占 41.67%， 不 满 意 例

数 为 14 例， 占 23.33%。 对 照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为

76.67%。

观察组中：满意例数为 39 例，占 65.00%，

基本满意例数为 18 例，占 30.00%，不满意例数为

3 例，占 5.00%。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95.00%。

其中 χ2=8.292，P=0.004。

3    讨论

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是利用导管

从外周手臂的静脉进行穿刺，导管直达靠近心脏

的大静脉，避免化疗药物与手臂静脉的直接接触，

加上大静脉的血流速度很快，可以迅速稀释化疗

药物，防止药物对血管的刺激。因而经外周静脉

穿刺中心静脉置管能够对上肢静脉起到有效的保

护作用，在降低患者疼痛的同时，减少静脉炎的

发生概率。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之后，

患者应避免出现手臂的大幅度活动，或是手臂的

剧烈运动，否则可能使得患者出现导管脱落或是

断裂的情况，同时在接受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

脉置管之后，应以 7 天为 1 个周期，进行冲管以

及换膜的操作，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之中，应尽量

避免使用淋浴，注意薄膜的状态，如出现松动的

情况应及时更换，从而降低导管阻塞或是皮肤、

血管感染的概率。

同时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具有多方

面的优势，如：① PICC 置管时因穿刺点在外周表

浅静脉，不会使得患者出现血气胸、大血管穿孔、

感染、空气栓塞等威胁生命的并发症，同时其血

管的选择范围相对较广，具有较高的穿刺成功率，

患者穿刺部位肢体的活动不会受到限制。②可减

少因反复静脉穿刺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操作方法

简捷易行，重症患者在环境允许条件下可直接在

病房床边操作。PICC 导管材料由特殊聚氨酯制成，

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和顺应性，导管非常柔软，

不宜折断，在体内可留置 6 个月 ~1 年，置管后的

患者生活习惯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在静脉治疗门诊 PICC 置管患者导管维护的

过程中，提升工作效率、保障护理质量，进而最

大程度地提升患者的恢复速率以及恢复质量是

PICC 置管患者导管维护护理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通常情况下，在进行门诊 PICC 置管患者导管维

护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维护材料大致可分为两类，

分别为：①集束化换药包；②多种维护材料分散

包装的换药包。两种换药包在进行护理维护的过

程中其操作流程大致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采

用何种换药包能够在保障护理质量的前提下最大

限度地提升工作效率。在本次研究中，在对观察

组患者进行 PICC 置管导管维护的过程中采用了

集束化换药包的方式进行干预，通过对相关数据

的统计研究分析发现，采用集束化换药包进行相

应的护理操作，不仅能够有效缩短维护过程中所

耗费的时间［对照组维护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为

（23.39±7.01）min；观察组维护过程中所耗费的

时 间 为（17.52±5.67）min］，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同时能够获得更为优良的护理满意度（对照组为

76.67%；观察组为 95.00%）；相比于采用多种维

护材料分散包装的换药包进行 PICC 置管导管维

护，观察组的方式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对于患者

来说能够有效地缩短其在门诊等待的时间。

综上所述，在静脉治疗门诊 PICC 置管患者

导管维护的过程中，采用集束化换药包的方式进

行干预，能够显著地缩短维护时间，同时能够显

著改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在

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进一步

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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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为此，护理人员需要针对性地对患者的护

理服务方案进行优化。期间，阶梯式专业化康复

训练作为一种新型护理干预模式，其对传统护理

服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充分了解，同时对患

者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为基础对患者的护

理方案进行调整，可以从不同方面满足患者对康

复的需求，并在不同阶段中为患者提供最科学的

护理服务［5］。本次研究发现，在失能患者接受髋

关节置换术治疗后，阶梯式专业化康复训练的开

展不但可以有效地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压力，同时

也可以充分避免患者在恢复期间出现各种并发症

问题，因此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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