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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利多卡因表面麻醉对减轻血液透析患者动脉穿刺疼痛的效果& 方法!将 5$&),$5 :

5$&%,$) 该院行动脉穿刺的 (; 例血液透析患者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常规组##) 例$和观察组##) 例$"常规组

给予常规方法穿刺"观察组在穿刺前 & <给予利多卡因表面麻醉& 对比两组穿刺疼痛程度'血流量充足率'一

次穿刺成功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观察组穿刺疼痛程度较常规组明显减轻"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血流量充足率'一次穿刺成功率分别为 ;%>5'?'')>&5?"明显高于常规组的 %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渗血'血肿及动脉炎等并发症发生率为 ;>;5?"与常

规组的 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利多卡因表面麻醉可减轻动脉穿刺时的疼痛"提

高穿刺成功率"具有安全可靠性"可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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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血液透析在治疗急'慢性肾脏病患者中较

为常用"建立良好的血管通道是维持血液透析患者

生命的重要方法"血管通道的建立通常采用插管或

动脉穿刺解决"但对于贫困或各种原因无法进行插

管的患者而言"采用动脉或静脉穿刺进行血液透析

显得尤为重要(&)

& 但由于动脉或静脉穿刺疼痛明

显"给患者带来较大痛苦& 因此"采取合理有效的方

法应用于血液透析患者中"以减轻其穿刺时的疼痛"

对提高其生活质量意义重大& 有研究(5)表明"对患

者进行利多卡因表面麻醉可有效缓解动静脉穿刺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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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疼痛& 利多卡因属局麻药"具有见效快"持续时间

长的特点& 为进一步探究其对血液透析患者动脉穿

刺疼痛的临床效果"本研究对我院行动脉穿刺的 (;

例血液透析患者分组进行利多卡因表面麻醉和常规

穿刺相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5资料与方法

@A@5一般资料5选取我院 5$&),$5 :5$&%,$) 行动

脉穿刺的 (; 例血液透析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常规组和观察组"各 #) 例& 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年龄 5) :"5#%5>#; W;>&;$岁%原发疾病!慢性肾功

能衰竭 #' 例"糖尿病肾病 &# 例"高血压肾病 && 例"

其他 %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见表 && 纳入标准!所有

患者均能接受动脉穿刺#&( 号穿刺针$治疗%无语言

认知功能障碍%能对穿刺点痛感反应敏感并进行评

分%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

准!对本次使用的药物过敏者%依从性较差者%不能

对自身疼痛程度进行评分者&

表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GW=$%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原发疾病

慢性肾功能衰竭 糖尿病肾病 高血压肾病 其他

观察组 #) 5& &# %5>#5 W;>&5 5& ( % 5

常规组 #) &( &; %5>)# W;>5) &; " ( #

4H

!

5

* &>)5; $>$%% $>")"

! * $>55# $>'%( $>)%%

@AB5方法

&>5>&!观察组!采用利多卡因表面麻醉穿刺"具体

操作!#&$取患者平卧位"上臂自然平放于身体两

侧"皮肤常规消毒后"麻醉师带上无菌手套"铺上无

菌纱布%#5$用 & -0注射器抽取 5?利多卡因 $>% -0"

在动脉穿刺进针处局部麻醉"麻醉时将血管避开"缓

慢推入后"将针头拔出%##$用无菌纱布轻揉 # -/2"

使药物均匀渗透进皮肤"& < 后"待药物均匀渗透

后"用 &( 号穿刺针进行动脉穿刺"要求穿刺针与患

者皮肤成 )%X角"见回血后"将穿刺针平行进入少

许"固定针头%#)$透析治疗结束后"用无菌纱布压

迫局部皮肤止血 #$ -/2&

&>5>5!常规组!采用常规方法穿刺"取患者平卧

位"上臂自然平放于身体两侧"对局部皮肤常规消毒

后"用 &( 号穿刺针进行动脉穿刺"避开感染部位及

假性动脉瘤"见回血后"将穿刺针平行进入少许"固定

针头"透析治疗 5) <后"用 )% Y的热水热敷 #$ -/2"

5 次DC&

@AC5观察指标5记录并比较两组穿刺疼痛程度'血

流量充足率'一次穿刺成功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疼痛程度!采用数字疼痛分级法(#)对疼痛程度

进行评分"$ 分!无痛%& :# 分!轻度疼痛%) :( 分!

中度疼痛%" :&$ 分!重度疼痛& 分值越高"表示疼

痛程度越重"反之则越轻& #5$血流量!

"

&;$ -0D-/2

为充足" =&;$ -0D-/2 为不足& ##$一次穿刺成功

率!穿刺时一针见血为成功%穿刺时 5 针或 5 针以上

为不成功& #)$并发症!穿刺部位发生渗血'血肿及

动脉炎等&

@AD5统计学方法5应用 UZUU5&>$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W标准差#

!

GW=$表示"采用

4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5 检验"!=$>$%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5结果

BA@5两组动脉穿刺疼痛程度发生率比较5观察组

发生轻度疼痛'中度疼痛和重度疼痛的比例与常规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5&

表 5!两组动脉穿刺疼痛程度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无痛 轻度疼痛 中度疼痛 重度疼痛

观察组 #) '#5(>)"$ &)#)&>&;$ '#5(>)"$ 5#%>;;$

常规组 #) $#$>$$$ ##;>;5$ &(#)">$($ &%#))>&5$

!注!

!

5

R%>&;&"!R$>$$$

BAB5两组血流量充足率和一次穿刺成功率比较5

观察组血流量充足率明显高于常规组"观察组一次

穿刺成功率亦明显高于常规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两组血流量充足率和一次穿刺成功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血流量充足率 一次穿刺成功率

观察组 #) 5'#;%>5'$ #5#')>&5$

常规组 #) &;#%5>')$ 5##(">(%$

!

5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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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5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5观察组穿刺部位发

生渗血'血肿及动脉炎等并发症的总发生率为 ;>;5?"

低于常规组#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见表 )&

表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渗血 血肿 动脉炎 并发症总发生率

观察组 #) 5#%>;;$ &#5>')$ $#$>$$$ ##;>;5$

常规组 #) )#&&>"($ 5#%>;;$ &#5>')$ "#5$>%'$

!

5

* $>&;# $>$$$ $>$$$ &>;"(

! * $>((' &>$$$ &>$$$ $>&"&

C5讨论

CA@5由于血液透析患者动脉穿刺治疗过程较长"精

神处于极度紧张'焦虑及恐惧状态"加之动脉穿刺为

有创操作"会给患者带来疼痛"从而使大部分患者会

选择延长透析间期"致使治疗效果降低"加重病情()"%)

&

如何采用有效的方法减轻血透患者动脉穿刺时的疼

痛已成为临床医师关注的问题&

CAB5利多卡因属酰胺类局部麻醉药"具有药效快'

持续时间长'扩散广及穿透力强的优势(()

"其主要

是通过对神经冲动进行阻止"从而稳定神经细胞"达

到止痛的效果& 国外有研究(")报道"采用复方利多

卡因乳膏局部涂抹"可有效减轻内痿穿刺患者的疼

痛& 在动脉穿刺中"通过对穿刺部位注射 5?利多

卡因 $>% -0"进行局部麻醉"可缓解患者疼痛"消除

其紧张'恐惧情绪"能有效提高穿刺的成功率&

CAC5本研究对行动脉穿刺的血液透析患者采用利

多卡因表面麻醉"结果显示"观察组穿刺疼痛程度较

常规组明显减轻"而轻度疼痛患者多于常规组"与文

献报道(("; :&$)研究结果相似& 在血流量充足率'一

次穿刺成功率方面"观察组明显优于常规组"提示利

多卡因表面麻醉可使患者消除恐惧情绪"使血流量

达到动脉穿刺时所需的范围"从而提高一次穿刺成

功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渗血'血肿及动脉炎

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低"说明利多卡因应用于血液

透析患者动脉穿刺具有安全可靠性& 为更好地提高

局部麻醉的效果"在进行麻醉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进行"预防局部皮肤发生感

染%#5$利多卡因用药剂量应保持在 & -0"避免局部

隆起过大"对穿刺手感造成影响(&&)

%##$注射利多卡

因时"应避开血管"以提高麻醉止痛的效果%#)$注

射利多卡因后"应用无菌纱布轻揉 # -/2"有助于药

物均匀扩散"促进局部隆起消失(&5)

& 由于皮肤受角

质层的保护"对麻醉药的穿透具有一定阻止作用"反

复使用利多卡因会导致过敏反应(&#)

"所以应尽量减

少使用次数&

综上所述"对血液透析患者动脉穿刺前 & < 采

用 5?利多卡因 $>% -0表面麻醉"可有效减轻患者

穿刺时的疼痛"易达到动脉穿刺时所需的充足血流

量"从而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且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率"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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