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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调节支撑导丝排除 PICC 导管反折异位的效果观察 
万莉 

滦平县中医院  河北承德  068250 

摘要：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利用调节支撑导丝排除 PICC 导管反折异位，以便增加解决导管反折异位的方法。方法：选择我院
入院治疗的 2020 年 2月至 2021 年 5 月 112 例置管患者，在所有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 112 名患者采用常规超声引导改良
塞丁格技术 PICC 置管，发生 3 例导管异位，1 例异位到同侧颈内静脉，一例导管反折到同侧锁骨下静脉，另外一例反折至同
侧腋静脉，对出现异常结果的患者进行方法上不同尝试的复位并观察炎症发生情况。结果：发生导管异位的三名患者通过常规
调节导管方法将异位到同侧颈内静脉的导管调整到正确位置，其中一例调节成功，其余两例应用常规方法调节 2次后未成功利
用调节支撑导丝方法仅一次成功调节导管到正确位置。结论：根据对比结果显示，患者在利用支撑导丝排除 PICC 导管反折异
位后复位次数和炎症发生情况都明显少于常规调整导管方法，说明利用支撑导丝排除 PICC 导管反折异位的效果显著，此方法
技术值得大力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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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经上肢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头静脉、

肱静脉，颈外静脉(新生儿还可通过下肢大隐静脉、头部颞静

脉、耳后静脉等)穿刺置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或下腔静脉的

导管
[1]
。此技术可以有效减少炎症及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患

者的复位痛苦，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增强患者满意度
[2]
。

近年来，有研究提出利用支撑导丝排除 PICC 导管反折异位的

效果显著，为此我院选择近一年的置管患者开展观察实验，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实验所需选择医院2020年 2月至 2021年 8月 PICC置

管患者 112 例并且保证每名病患都知情、同意并且自愿参加，

家属和患者都已自愿签下合作知情书。112 名采用常规超声

引导改良塞丁格技术PICC置管的患者中，发生3例导管异位，

1例异位到同侧颈内静脉，一例导管反折到同侧锁骨下静脉，

另外一例反折至同侧腋静脉。患者年龄 30 岁至 70 岁，平均

年龄为 54.6 岁，男 56 例，女 56 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可作比较。 

1.2 方法 

入院后，了解患者病程以往病史及过敏病史并建立患者

档案，医生应指导并协助患者完善相关检查
[3]
。明确诊断结

果，确认患者病情和身体过敏情况，在患者及家属的同意下

进行药物治疗及相关护理。在治疗过程中注意患者饮食，根

据患者具体需和药物使用规定进行针对性饮食规划。在准备

工作完成后，对 112 名患者采用常规超声引导改良塞丁格技

术 PICC 置管，发生 3例导管异位，一例异位到同侧颈内静脉，

一例导管反折到同侧锁骨下静脉，另外一例反折至同侧腋静

脉，一例通过常规调节导管方法顺利将异位到同侧颈内静脉

的导管调整到正确位置，其余两例应用常规方法调节 2 次后

未成功利用调节支撑导丝方法仅一次成功调节导管到正确位

置。患者治疗均叮嘱其家属与患者治疗期间的用药，保证患

者身体状况的随时检测，一切研究以患者生命健康为先。康

复后定期使患者到医院复查就医，建立有效医患联系，由主

管医生和护士定期宣传稳定护理在家的注意事项以及相关知

识，定时检查并记录更新数据，对于患者院外异常情况及时

给予指导和帮助，完成诊断后安全保障。 

1.3 评价指标 

观察并对比患者置管后导管的复位次数及炎症和并发症

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X2 检验；计量

（ sx  ），t 检验。P<0.05 ，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有关

于“利用支撑导丝排除 PICC 导管反折异位的效果”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在发生以为情况的三名患者中，有一例成功通过常规方

法调节，其余两例在尝试失败后，利用调节支撑导丝方法复

位成功。并经过观察，复位次数少的炎症和并发症情况较次

数多者少。 

3  讨论 

PICC置管技术由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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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成功率高，穿刺部位肢体

的活动不受限制等原因被广大医院及相关部门广泛应用，但

静脉置管极易发生导管畸形或导管反折异位等需要复位的状

况发生，因此利用支撑导丝排除 PICC 导管反折异位具有重要

意义。所以我院开展相关实验来探究此方法的应用效果，根

据实验对比结果显示，利用支撑导丝排除 PICC 导管反折异位

的效果显著，此方法技术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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