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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子肝素钙联合特定电磁波预防

>I&&静脉炎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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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低分子肝素钙联合特定电磁波#%;>$预防恶性肿瘤患者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I&&$后静脉炎的效果) 方法:将 7O, 例留置 >I&&的恶性肿瘤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P, 例)

试验组给予低分子肝素钙#5 -,, X皮下注射%- 次 1̂%连续使用 6 1$联合%;>#置管后 +5 '开始照射>I&&置

管穿刺点上方%锁骨部位各 7, G()%+ 次 1̂%连续照射 O 1$*对照组仅给予低分子肝素钙#用量用法同试验组$)

比较两组患者 + 周内静脉炎的发生率) 结果:试验组静脉炎的发生率为 6_6P`%对照组为 +,_WO`%两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_,,-$) 结论:恶性肿瘤患者 >I&&置管后给予低分子肝素钙联合特定电磁波照

射可显著降低静脉炎的发生率)

::"关键词#:低分子肝素钙*:特定电磁波*: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静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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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周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I&&$为肿瘤

患者静脉营养及化疗提供了一个安全有效的输注途

径%现广泛应用于肿瘤患者中) 但作为一项有创性

操作%机械性静脉炎是 >I&&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发生率高达 -W_+` e7+_7`

!-"

%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和经济负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预防 >I&&置管后

机械性静脉炎的方法) 本研究就我院肿瘤内科恶性

肿瘤患者实施>I&&后给予低分子肝素钙联合特定

电磁波预防机械性静脉炎的效果进行观察%现报道

如下)

D=资料与方法

DED=一般资料=收集 +,-WJ,- e+,-OJ-+ 在我院肿

瘤内科住院行>I&&的恶性肿瘤患者 7P, 例%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试验组 -P, 例中

男 O, 例%女 -+, 例%年龄 +6 eP6 岁%平均 W5_+ 岁*

乳腺癌 P6 例%肺癌 OW 例%结肠癌 P 例%直肠癌 + 例%

食管癌 + 例%卵巢癌 8 例%淋巴瘤 W 例%肝癌 + 例)

对照组 -P, 例%男 OW 例%女 --W 例%年龄 +, ePO 岁%

平均 W-_O 岁*乳腺癌 PO 例%肺癌 6, 例%结肠癌 8

例%直肠癌 - 例%食管癌 - 例%卵巢癌 6 例%淋巴瘤 5

例%肝癌 - 例%侵袭性葡萄胎 - 例) 两组在性别,年

龄,病种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_,W$%

具有可比性)

DEF=方法

-_+_-:试验组:采用改良 !041()30<技术置入>I&&

导管#美国巴德公司 5A单腔静脉导管$后%给予常

规导管维护) 置管后 +5 ' 给予特定电磁波治疗器

#贵州龙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型号 \gJ+,,P$照射

>I&&置管穿刺点上方,锁骨部位各 7, G()%+ 次 1̂)

连续照射 O 1 h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钙 5 -,, X#葛

兰素史克公司$%- 次 1̂%连续使用 6 1)

-_+_+:对照组:置入 >I&&导管的材料,方法及常

规维护同试验组%置管后使用低分子肝素钙)

DEG=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_7_-:静脉炎的观察:置管后观察 -5 1) 静脉炎

判断采用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协会#Id!$分级标准!+"

)

, 级&没有症状*- 级&输液部位皮肤发红%有或不伴

疼痛*+ 级&输液部位疼痛伴有发红和#或$水肿*7

级&输液部位出现疼痛%伴有发红和#或$水肿%条索

样形成%可触摸到条索样的静脉*5 级&输液部位疼

痛伴有发红和#或$水肿%条索样物形成%可触摸到

条索样静脉f+_W KG%有脓液渗出)

-_7_+:不良反应:出血现象如牙龈出血,皮下淤

斑,黑便,镜下血尿%注射部位血肿和坏死现象等)

DEH=统计学方法=应用 !>!!-8_,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i标准差#

!

Ai0$表示%采用7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j,_,W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结果

FED=两组患者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情况比较=试

验组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均低于对照

组#!j,_,-$) 见表 -)

表 -:两组患者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 级 - 级 + 级 7 级 5 级 发生率

试验组 -P, -OO -+ + , , -5#6_6P$

对照组 -P, -57 +O -, - , 76#+,_WO$

BC

!

+

9 97_W7+ -+_,PW

! 9 ,_,,, ,_,,-

FEF=不良反应=试验组和对照组均无严重出血不

良反应发生)

G=讨论

GED=>I&&机械性静脉炎是置管过程中或置管后导

管在血管中摩擦,损伤血管内膜引起的急性无菌性

炎症!7"

%是>I&&置管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

生率为 -W_+` e7+_7`

!-"

%其临床主要表现为穿刺

部位红肿,疼痛,静脉管壁硬度增加,出现硬结,静脉

呈条索状改变%增加了患者痛苦!5"

) 研究认为%静

脉壁损伤,血流缓慢和血液高凝状态是造成静脉血

栓形成的三大主要因素%其中一致认为 >I&&血栓

形成的始动因素是血管损伤) 血管损伤后可释放细

胞因子,趋化因子,细胞粘附分子和蛋白水解酶%且

导管本身作为体内的异物也容易引起局部血管内膜

的反应性炎症%随着炎症存在和发展%血小板,白细

+8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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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纤维蛋白沉积于血管内皮损伤处而逐渐形成血

栓%因此减少静脉炎的发生有助于减少 >I&&静脉

血栓的发生)

GEF=特定电磁波治疗仪#%;>$是由 77 种元素组成

的特定电磁波%与人体自身释放的综合电磁波谱相

吻合%加热后人体组织吸收电磁波能量%引起局部皮

温升高,血管扩张%血流加速%氧供增加%此外 %;>

的热效应还能减少神经末梢的化学和机械刺激%从

而达到活血化瘀,抗炎止痛的作用) 何春桂等!W"研

究发现>I&&术后应用%;>照射可降低机械性静脉

炎的发生率%试验组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率为 W_PP`%

对照组为 +P_,,`%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戴蓉等!O"

发现>I&&术后应用%;>静脉炎的发生率为 P_77`%

对照组为 +7_77`)

GEG=低分子肝素是 +, 世纪 6,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

种新型的抗凝药物%不仅具有抗凝血酶的作用%也能

与血管内皮细胞结合%保护内皮细胞%抑制补体系统

的活化%在导管材料表面减少血小板的沉积%防止血

栓形成%且安全性较好%无明显出血,血小板减少等

并发症的发生%不需要定期监测凝血功能!6"

)

GEH=本研究发现恶性肿瘤患者 >I&&后给予低分

子肝素钙联合特定电磁波照射后%机械性静脉炎的

发生率为 6_6P`%低于对照组的 +,_WO`#!a,_,,-$%

且试验组机械性静脉炎的严重程度也明显轻于对照

组#!j,_,-$%减轻了静脉炎给患者带来的痛苦%且

无明显出血发生%有利于患者顺利完成治疗) 因此%

恶性肿瘤患者>I&&置管术后给予低分子肝素钙联

合%;>预防静脉炎操作方便%有效安全%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M<0*M d/?*LKM4*<L*H0@S& (@CL*44*E=M@>I&&!."/dM<L"*)*30%

+,,O%76#W$&++ 9+6/

+:#)=)/I)@<*T0)=MLdM<L()3!@*)1*<1L=H><*K@(K0I)@<*T0)=MLdM<L0L

!=K(0@S!."/.I)@<*T0) dM<L%-88P%+-#- !MNN4$&!- 98-/

7:范:静%崔洪文/喜疗妥防治 >I&&致机械性静脉炎临床效果观

察!."/临床护理杂志%+,-,%-+#8$&+6 9+P/

5:龚燕玲%李洁凌%苏小霞%等/复方七叶皂苷钠凝胶与喜疗妥软膏

在>I&&并发置管性静脉炎中的应用效果对比观察!."/中国临

床新医学%+,-O%8#O$&W7+ 9W75/

W:何春桂%蔡玉兰%陈顺珍%等/%;>照射治疗在预防 >I&&术后机

械性静脉炎中的效果观察!."/当代护士#学术版$%+,-7%#6$&

-+8 9-7,/

O:戴:蓉%余春华/特定电磁波照射对预防老年患者经外周静脉置

入中心静脉导管后机械性静脉炎的效果!."/华西医学%+,-+%+6

#W$&6W7 96W5/

6:莫:丽%刘化桥/速碧林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 WO 例临床疗效观察

!."/亚太传统医药%+,-5%-,#-$&-,P 9-,8/

!收稿日期:+,-6 9,7 9-7"!本文编辑:韦:颖"

课题研究!论著

柳州地区女性盆腔脏器脱垂与压力性

尿失禁之间的关系

应:婷#:王鑫丹#:陶:华

基金项目& 广西卫计委科研课题#编号&U+,-W-P7$

作者单位& W5W,,-: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

作者简介& 应:婷#-8P+ 9$%女%医学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女性盆底康复学) 2JG*(4&++5O57,P]kk/K=G

::"摘要#:目的:研究柳州地区成年女性盆腔脏器脱垂#>B>$与压力性尿失禁#!XI$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在柳州市和下辖 6 个县的妇幼保健院就诊或住院的 - P,6 例 +, 周岁以上女性为研

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以及妇科检查#>B>Jg分期法$%分析 >B>与 !XI之间的关系) 结果:- P,6 人中

阴道前壁膨出者为 - 5+5 人%子宫脱垂者为 - -55 人%阴道后壁膨出者 +P- 人%>B>患者中 !XI患病率为

W-_7`%其中 !XI在阴道前壁膨出,子宫脱垂和阴道后壁膨出的患者中患病率分别为 -P_+`,-P_W`和

++_-`) !XI患病率在四种阴道前壁膨出程度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_,-$%且患病率随阴道前壁膨出程

度增加而升高#!j,_,-$) 不同子宫脱垂程度间 !XI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_,-$%且患病率随子宫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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