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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手段后"临床药师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审核入径病种标准路径的医

嘱"而且每月还抽查入径病历的用药情况"发现辅助

用药有所减少"但并未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 说明

通过在外科手术中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加强了

药物在临床应用中的管理"优化了药物在临床应用

中结构!

!"!#观察组与对照组平均住院日相比"计划性剖宫

产#输尿管结石#子宫平滑肌瘤#腹股沟疝#急性阑尾

炎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

通过在外科手术中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工作"能够在

保障医疗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有效地缩短患者的平

均住院日"进而提高医院的服务效率!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相比"其中腹股沟

疝差异不大"计划性剖宫产#输尿管结石#子宫平滑

肌瘤#急性阑尾炎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说明通过在外科手术中开展临床路径管理

工作"所有的诊疗行为都相对公开#透明"医务人员#

患者#家属对整个诊疗流程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不

仅有利于医务人员之间的协调"而且还有利于医患

之间的良好沟通"从而改善了医患关系!

我院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在外科手术中开展的实

践研究证明"临床路径管理这种新型医疗质量管理

模式不仅可以减少次均住院费用和次均药品费用"

而且能有效缩短平均住院日"使患者获得最佳的医

疗护理服务质量$! "#%

! 相信随着临床路径管理工作

经验的积累和相关数据的支持"临床路径这种科学

有效的医疗管理模式会得到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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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特定电磁波'6TP(联合低分子量肝素钙预防恶性肿瘤患者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

管'PQNN(后发生静脉血栓的效果! 方法%将 -). 例留置 PQNN的恶性肿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 例和对

照组 (-! 例! 观察组给予皮下注射低分子量肝素钙联合6TP照射"对照组仅给予低分子量肝素钙皮下注射"

比较两组患者静脉血栓的发生率! 结果%观察组静脉血栓发生率 OU(.V"较对照组 $.UO0V明显下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W)U)$O(! 结论%患者在PQNN置管后给予6TP联合低分子肝素钙可明显降低静脉血栓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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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患者往往需要长期静脉高营养及化

疗"经外周浅静脉输注的方法极易引起化疗性静脉

炎"甚至化学药物外渗而致组织坏死! 经外周穿刺

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QNN(作为一种深静脉置管的

方法给肿瘤患者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输注途径!

但是PQNN置管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并发症"其

中以静脉血栓最为严重$$%

! 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恶

性肿瘤患者经PQNN后静脉血栓的预防措施! 而恶

性肿瘤患者实施PQNN后同步特定电磁波'6TP(联

合低分子量肝素钙预防静脉血栓"国内少见报道!

本研究就6TP联合低分子量肝素钙预防恶性肿瘤

患者PQNN血栓的效果进行观察"报道如下!

G#资料与方法

G"G#一般资料#选取 ()$-+)$ "()$O+)# 行 PQNN

的恶性肿瘤患者 -). 例"采用数字随机法分成观察

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 观察组男 0. 例"女 $##

例"年龄 (O "0O 岁'平均 -.U( 岁(! 对照组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0# 岁'平均 -(U# 岁(! 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

见表 $!

表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Â 0$%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肿瘤类别

肺癌 乳腺癌 消化系统肿瘤 淋巴瘤 生殖系统肿瘤 其他系统肿瘤

观察组 (!* 0. $## -.U(! $̂)U-* 0$ $() (0 - $. (

对照组 (-! 0- $#* -(U#( $̂.U$* 0) $$# (0 - (( .

!

(

D7

/ )U))$ )U-0O (U-.*

! / )U*O- )U--0 )UOO$

G"H#方法

$U(U$%对照组%超声引导下置入 PQNN导管'美国

巴德 !_单腔静脉导管("给予标准 PQNN导管冲管#

换敷帖等护理"置管后给予低分子量肝素钙'葛兰

素史克(! $)) "̀aT皮下注射"连续 O F!

$U(U(%观察组%置管及护理导管的方法同对照组"

置管后给予特定电磁波治疗器'贵州龙泉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型号=a+())0(照射置管穿刺点上方及锁

骨部位各 .) ;89"( 次YF".) ;89Y次"连续照射 # F

'置管后 (! @ 开始( b低分子量肝素钙'葛兰素史

克(! $)) "̀aT皮下注射"连续 O F!

G"!#观察指标

$U.U$%血栓观察及判断%观察时间&置管后直至发

现血栓形成或拔管为止! 血栓判断标准&病人主诉

置管上肢肿胀#疼痛"沿着上肢血管走形的部位或置

管临近部位有触痛"经彩色多普勒超声证实血栓形成!

$U.U(%不良反应的观察%皮下出血#口腔及鼻腔出血#

血尿#黑便#注射部位血肿和坏死"内脏器官出血等!

G"$#统计学方法#应用 'P''$*U)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

Â 0(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7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c

)U)-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结果

H"G#两组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观察组静脉血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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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

)U)$O(! 见表 (!

表 (%两组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V$%

组%别 例数 发生率

观察组 (!* $0'OU(.(

对照组 (-! .-'$.UO0(

%注&

!

(

W-UO(!"!W)U)$O

H"H#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观察组有 . 例

注射部位皮下瘀斑"对照组有 ! 例注射部位皮下瘀

斑"两组患者均无严重内脏出血现象发生!

!#讨论

!"G#PQNN给肿瘤患者输注化疗药物和静脉营养治

疗提供了一个安全有效的输注途径"有操作方便#留

置时间长'$ 年(等优点"但导管作为一种血管内异

物"置管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并发症"如静脉血

栓#导管滑脱#导管异位#机械性静脉炎#敷贴导致皮

炎等"而静脉血栓则为置管后最严重的并发症$$%

! 肿

瘤病人是血栓发生的高危人群"置管后一旦发生血

栓"不仅增加患者痛苦和感染的机会"影响导管功

能"更为严重的是栓子脱落引起肺栓塞或脑栓塞"因

此需要临床工作者们高度重视!

!"H#6TP治疗仪是由 .. 种元素组成的特定电磁

波"采用电加热装置对6TP辐射板进行加热"产生 ( "

(-

!

;波长范围的电磁波"人体组织吸收电磁波能

量后产生热效应使局部组织血管扩张"血流加速"氧

供增加"细胞通透性增强"白细胞吞噬作用增强"促

进组织和细胞修复及再生"起到消炎#消肿#止痛#活

血化瘀#加强新陈代谢#促进上皮生长等作用$(%

! 邓

仕莉$.%在PQNN置管后应用6TP照射预防静脉血栓临

床观察中发现"实验组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U#0V"对照

组为 ($U#*V"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U)$(!

!"!#低分子量肝素钙是一种新型抗凝药物"生物利

用度高达 *)V以上'普通肝素为 .)V "!)V("不

仅具备抗凝血酶的作用"还可以保护血管内皮"抑制

微血管通透性及血小板功能"其抗血栓形成活性强

于抗凝血活性"不需要定期监测凝血功能"因而在抗

血栓作用的同时出血风险危险性较小$!%

! 临床上

常规使用低分子量肝素钙来治疗各种血栓"但是否

可用于预防 PQNN血栓的形成及其具体用法"尚无

统一定论! 陈燕等$-%研究发现老年患者PQNN置管后

给予低分子肝素钙预防组"静脉血栓发生率'$$UOV(

显著低于对照组'.-V('!c)U)$(!

!"$#PQNN作为一种恶性肿瘤患者长期输液通道"

预防其并发症尤为重要"本研究发现6TP治疗联合

应用低分子肝素钙后"观察组血栓的发生率为 OU(.V"

较对照组 $.UO0V明显降低'!W)U)$O(! 可见6TP

联合低分子肝素钙有助于降低 PQNN静脉血栓的发

生"且无明显出血发生"有利于患者顺利完成治疗"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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