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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逆行胰胆管造影"!@AB#下采用自行设计的连接引流装置在胆总管结石内镜下鼻

胆管引流术"!"#$#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该院 ,-./+-3 C,-.3+.- 收治的 ,-- 例胆总管结石

!"#$患者$随机分为常规连接组和新型装置连接组各 .-- 例& 观察患者胆汁总引流量%鼻胆管引流的通畅

率%术后胆管感染发生率%护理节省时间%患者住院天数%连接处脱开率等指标& 结果%新型装置连接组与常

规连接组相比$总引流量%患者舒适度评分%鼻胆管引流的通畅率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E-/#'住

院天数%护理时间%床单洁净度评分%胆管感染发生率及连接处脱开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

-E-/#& 结论%自行设计的连接引流装置美观牢固$降低了护理工作量和连接处脱开率$保证有效引流及治

疗工作的高效进行$可应用于临床护理&

%%!关键词"%连接引流装置'%自行设计'%胆总管结石'%内镜下鼻胆管引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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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总管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与患

者的长期不规律饮食及不良生活习惯等原因有关$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胆总管结石的发生率也在逐

渐升高(. C2)

& 内镜下鼻胆管引流术"KJF?I>?L7>J6+

I?M7876NOFN67J6PK$!"#$#是一种在逆行胰胆管造影

"KJF?I>?L7>NKQN?PN6FK>R?86JP7?L6J>NK6Q?PN6LRO$!@+

AB#的基础上放置鼻胆引流管较为常用的内镜胆汁

引流方法$目前在胆胰疾病的微创治疗中发挥重要

作用(2$:)

& 目前使用的 !"#$引流管缺乏配套设备

将鼻胆管与负压吸引器相连接$无法进行有效引流

及顺利进行冲洗$临床护理人员常自行剪切输血器

一段透明软管进行连接$易出现密封性差$工作流程

费时繁琐等问题(/)

$还会增加患者逆行性胆管感染

率(3)

$给临床%护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针对上述

现状$课题组自行设计了安全有效的新型连接引流装

置$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ST,-.2 ,--9:929E:#&

现对我院 ,-./+-3 C,-.3+.- 收治的 ,-- 例胆总管结

石!"#$患者进行多指标观察$分析新型连接引流

装置在胆总管结石!"#$患者中的临床效果&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筛选 ,-./+-3 C,-.3+.- 在我院住院

进行胆总管结石!"#$患者 ,-- 例$男 09 例$女 .-,

例$年龄 2. C9/岁$平均年龄 /. 岁$发病至就诊时间

, C.2 F$平均 1E, F$其中胆囊切除术后胆总管结石

.,,例$原发性胆总管结石 29 例$胆总管结石合并胆

囊结石 :-例$合并各种内科疾病者 ., 例$以冠心病%

高血压病%糖尿病%陈旧性心肌梗死等为主$部分病例

合并多种内科疾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连

接组和新型装置连接组各 .--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E-/#$具有可比性& 见表 .&

表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V##$$%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身高
">5#

就诊时间
"F#

体质指数
"WPG5

,

#

常规连接组%% .-- :9 /, :1E.. V0E2, .3/E03 V,E., 3E.2 V.E:/ ,,E29 V9E,.

新型装置连接组 .-- /- /- :9E,9 V3E:1 .33E,, V2E2, /E13 V.E91 ,2E93 V/E//

!

,

4 -E-9- .E-2. -E33- .E/3: .E:0:

! 4 -E111 -E2-: -E/.- -E..0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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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患者下列生

化指标一项或一项以上异常!总胆红素"_#̀T# U

,/E9

!

5?8*T

4.

%直接胆红素"$#̀T# U3E9

!

5?8*T

4.

%

间接胆红素" #̀̀T# U.9E.

!

5?8*T

4.

%

"

+谷氨酰转移酶

"

"

&&_# U/- a*T

4.

%碱性磷酸酶"]TB# U.,- a*T

4.

$

并且确诊为胆总管结石需行!@AB进行!"#$引流

者& ",#年龄 U.9 岁者'"2#愿意接受新型引流管

引流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心肺功

能不全$频发心绞痛'",#有出血倾向者'"2#有上消

化道狭窄%梗阻'":#急性胰腺炎或慢性胰腺炎急性

发作期'"/#急性胃炎$急性胆道感染'"3#拒绝签署

知情同意书不愿意参加该项研究者&

!#%"方法

.E2E.%新型装置连接组%患者入院后$根据病情给

予抗感染%禁食%维持水电平衡等治疗& 确诊后先行

!@AB术$结合胆道结石大小%数量及全身病情进行

!"#$治疗& 造影前回抽胆汁$然后缓慢注入适量

造影剂显影胆道(1)

& 鼻胆管头端置于梗阻部位之

上$采用新型连接引流装置进行连接鼻胆管和负压

吸引器& 术后继续抗感染%维持水电平衡等治疗$胆

汁稠厚或含有胆泥者反复以 -E0b氯化钠或 -E,/b

甲硝唑溶液冲洗鼻胆管$保持引流通畅&

.E2E,%常规连接组%患者在进行!"#$治疗时$运

用输血器一段透明软管连接鼻胆管"批号 ,33-219$

镇江市飞达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生产#和负压吸引器

"批号!,/:,-31$北京佰利天成科贸有限公司生产#

进行连接$其他操作均同观察组&

!#&"观察指标"".#收集术后 ,: R胆汁总引流量$

并观察性状及颜色'",#观察术中鼻胆管引流的通

畅率$为每组堵塞患者数目与每组总样本量的比值'

"2#记录术后至出院随访的胆管感染发生率$为每

组感染患者数目与每组总样本量的比值'":#检查

住院期间的患者床单洁净度$评定标准为!污染面积D

2 >5

, 为 .分'2 C/ >5

, 为 , 分$ U/ >5

, 为 2 分'"/#

统计住院期间的护理时间$总时间为插管操作时间%

引流液冲洗引流管时间和更换床单总时间的累加'

"3#统计患者住院天数$为手术当天至出院时间的

天数'"1#观察患者在手术中的舒适度$依据)?8>6M6

简化舒适度量表(9)进行评价$包括社会%心理%生理

和环境 : 个维度$共 ,9 个条目$. 表示非常不同意$

: 表示非常同意& 4. 表示非常同意$ 4: 表示非常

不同意& 总分D3- 分为低度舒适$3- C0- 分为中度

舒适$0- 分以上为高度舒适$分值越高表明越舒适'

"9#观察术中患者的装置连接处脱开率$评定以连

接处向外脱出 2 >5以上视为脱管&

!#'"统计学方法"应用 'B'',.E-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V标准差"

!

"V##表示$对偏

态分布资料先采用对数转换将偏态分布资料转换为

正态分布$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检验$计数资料

以百分率"b#表示$采用
!

, 检验$!D-E-/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新型装置连接组与常规连接组相比$总引流量%

患者舒适度评分%鼻胆管引流的通畅率显著提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D-E-/#'住院天数%护理时间%

床单洁净度评分%胆管感染发生率及连接处脱开率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E-/#& 见表 ,&

表 ,%两种连接引流装置在胆总管结石!"#$临床应用效果比较!"

!

"V##$$"b#%

组%别 例数
总引流量

"T#

护理时间
"R#

住院天数
"F#

患者舒适度
评分"分#

床单洁净度
评分"分#

鼻胆管引流的
通畅率

胆管感染
发生率

连接处
脱开率

常规连接组%% .-- ,E-. V-E/,

.,E32 V,E.0

%

3E13 V,E-9 1/E33 V.3E./ ,E/0 V-E,1 /,"/,E-# 0"0E-# ,2",2E-#

新型装置连接组 .-- ,E2: V-E13

9E./ V2E,3

"

3E.: V.E:3 93E0/ V,-E,, ,E-, V-E:2 03"03E-# ,",E-# /"/E-#

%&

!

,

4 2E/9: ..E:-1 ,E:: :E232 ..E,,3 /-E2., :E1.: .2E://

! 4 -E--- -E--- -E-./ -E--- -E--- -E--- -E-2- -E---

%"讨论

%#!"!"#$是将一根细长的引流管通过内镜从十

二指肠乳头插入$一端置于胆总管中$另一端经人体

鼻腔引出$是胆汁体外引流途径之一(0 C..)

& 鼻胆管

留置成功后$一般采用剪切输血器一段透明软管与

负压吸引器进连接$当患者翻身活动或变换体位时

极易发生引流管滑脱或移位$导致不能顺利引流$严

重时需要重新置管& 同时$患者会因密封性差$工作

流程费时繁琐等问题而引起不适感$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

%#$"常规连接组发生手术后胆管感染者 0 例$其中

/ 例为短暂性白细胞升高$持续 ,: R后多降至正常$

考虑与麻醉中及术后镇痛药物芬太尼的应用剂量%

导管的插入深度等因素有关& 但新型装置连接组有

*1-9*

%%中国临床新医学%,-.1 年%9 月%第 .- 卷%第 9 期



, 例出现腹痛症状$经检查并发急性胰腺炎$经药物

保守治疗后治愈$可能与术中鼻胆管置入过低$压迫

胰管致其梗阻有关$说明新型的连接装置不存在导

致患者出现感染的现象& 鼻胆管与负压吸引器连接

不当$会造成了手术后恢复缓慢%胆汁丢失%电解质

紊乱%脱管及脱管后胆瘘%胆汁性腹膜炎%影响生活

质量等情况& 从表 , 中看出$常规连接组的连接处

脱开率 ,2E-b远远高于装置连接组 /E-b$说明该

新型引流装置安全可行的$能有效降低脱开率$减少

护理工作量& 自 ,-.: 年$我们开始设计新型连接引

流装置$此方法可使胆汁通过鼻胆管引入体外$避免

了!"#$术的前述缺点$达到与连接管相同的胆道

减压引流效果$体现该装置的优越性$节省手术及护

理时间&

%#%"自行设计安全有效的新型连接引流装置$较传

统连接装置有以下的优点!".#新型连接引流装置

固定牢固$减少了因操作不慎意外脱管的可能性$减

少了更换输液器的次数$降低了鼻胆管的脱开率'

",#该连接引流装置制作程序简单$材料易得$便于

批量生产%临床应用推广$材料环保%安全%全透明可

观察胆汁流通情况$保证了外观的清洁'"2#装置设

有连接帽$可以增加负压吸引器和鼻胆管接触面$使

受力面积均匀$顺应于人体器官的生理解剖结构$根

据个体不同需要调节负压达到个体化护理的目

的(.,)

$能保证有效引流&

综上所述$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新型连接引

流装置$简单牢固%外观美观$提高患者舒适度$患者

更易接受$有效地减少护理工作量及住院费用$较传

统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安全性和临床使用价值$可应

用于临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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