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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梯法和扣眼穿刺能减少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形成的研究 
麦慧允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广东佛山  528500 

摘要：目的：分析绳梯法和扣眼穿刺对减少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形成的影响。方法：收集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8 月血液

透析科室接收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进行数据比对，总计 62例，依据计算机 1：1分组法，观察 A 组 31 例，行绳梯法穿刺，观

察 B 组行扣眼穿刺，观察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形成情况。结果：观察 B 组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发生率少于观察 A 组，统

计结果显著（P<0.05）；医学随访 6 个月，观察 B 组血管通路堵塞发生率低于观察 A 组，统计结果显著（P<0.05）。结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采用扣眼穿刺法可有效减少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形成，优于绳梯法，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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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作为肾脏终末期治疗首选方案，起到替

代肾脏功能、代谢机体废物、延长患者预计生命时长的作用。

动静脉内瘘穿刺技术为维持性血液透析长期治疗提供保障，

通过建立静脉血管通道，有效避免多次穿刺导致机体二次创

伤，考虑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周期较长，动静脉内瘘护理管

理难度较大，极易导致血管通路堵塞、血肿、感染等，影响

内瘘使用时长，导致医疗资源浪费，增加患者机体创伤，选

取安全高效穿刺技术尤为重要
[1]
。近年医疗事业快速发展，

扣眼穿刺技术被确立起来，相较比绳梯穿刺法，扣眼穿刺手

段可有效提高一次性穿刺命中率，减少反复穿刺创伤，有利

于静脉内瘘长期维护，为近年动静脉内瘘穿刺首选方案，受

到临床学者高度关注
[2]
。本研究笔者特针对绳梯法和扣眼穿

刺法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过程中，对减少穿刺口皮肤硬结

和白斑的形成，选取 62 例患者进行平行比对，所示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8 月血透科室接收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进行数据比对，总计 62 例，依据计算机 1：1 分

组法，观察 A 组 31 例，男 17 例，女 14 例，年龄 34-61（43.51

±2.58）岁；原发疾病包括红斑狼疮肾病 8 例，糖尿病肾病

8例，慢性肾病 13 例，多囊肾 2例，血液透析时间 3-24 月，

均值（11.37±1.36）月，合并高血压 7例，合并冠心病 3例，

合并其他 1 例；观察 B 组 31 例，男 18 例，女 13 例，年龄

35-63（43.45±2.61）岁，原发疾病包括红斑狼疮肾病 7 例，

糖尿病肾病 10 例，慢性肾病 13 例，多囊肾 1 例，血液透析

时间 4-24 月，均值（11.42±1.29）月，合并高血压 8 例，

合并冠心病 2 例，合并其他 1 例；上述 2 组患者基线资料存

在同质性，排除组间性别差异、原发疾病、患病年龄、透析

时间等变量对研究数据的影响，可进行数据探讨（P>0.05）。 

纳入标准；（1）62 例患者均满足维持性血液透析开展

指征，经传统药物治疗无效，开展血液透析 3个月以上患者；

（2）62 例患者均对本研究项目及内容知情，自愿接受绳梯法

穿刺、扣眼穿刺；（3）62 例患者均具有独立法人能力，授

权研究资料进行数据比对，且可配合医疗随访及问卷调研。 

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器质性功能病变患者；（2）

预计生命时长不足以支持本研究患者；（3）入组时存在穿刺

口皮肤硬结及白斑患者；（4）智力水平障碍、认知功能障碍，

无法满足医疗随访及问卷调研要求。 

1.2 方法 

为确保研究观察客观性，所选患者均采用相同德国产透

析仪，开展一次性低通量空心纤维透析器，设置透析速率为

200ml/min，每周透析 3 次，单次透析时间 4h。观察 A 组行

绳梯法穿刺，每次穿刺时更换穿刺点，由上至下再由下往上，

穿刺点间隔 3-5cm，避免于同一点进行反复穿刺， 

观察 B 组行扣眼穿刺，内瘘建立前三次，使用 17G 锐针

在同一位置，沿着同一方向、同一深度进行穿刺，再使用 16G

锐针按照上述方法于同一位置进行反复穿刺，单一穿刺点可

重复穿刺 9-12 次。两组患者动静脉内瘘使用期间均辅以优质

护理对策。 

1.3 评价标准 

观察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形成情况；开展为期 6 个月

医学随访，了解血管通路堵塞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校验采用 SPSS24.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

描述，配对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用（%）描述，配对卡方检

验，将 P<0.05 设为统计学差异标准值。 

2 结果 

2.1 观察两组患者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形成情况 

观察 B 组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发生率少于观察 A 组，

统计结果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观察两组患者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形成情况[n/%] 

组别 n 皮肤硬结 白斑 发生率 

观察 A 组 31 5 2 22.58% 

观察 B 组 31 1 0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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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2
    4.819 

P 值    0.023 

2.2 医学随访 6 个月血管通路堵塞发生率 

医学随访 6 个月，观察 B 组血管通路堵塞发生率低于观

察 A组，统计结果显著（P<0.05），见表 2。 

表 2 医学随访 6个月血管通路堵塞发生率[n/%] 

组别 N 堵塞 堵塞率 

观察 A 组 31 6 19.35 

观察 B 组 31 1 3.22 

X
2
   3.901 

P 值   0.047 

3 讨论 

动静脉内瘘的建立为维持性血液透析长期治疗提供血管

通路，但于内瘘穿刺过程中，因改变内血管内膜，增加血管

内膜病变几率，影响内瘘使用时长，导致医疗资源浪费。维

持性血液透析治疗周期长，受原发疾病影响，病程久，患者

机体免疫力降低，加之创伤性医疗操作，于动静脉内瘘建立

过程中，易导致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影响血液透析效果，

导致患者机体二次创伤，增加医疗费用，对患者身心健康具

有较大影响，同时易导致不良医患纠纷，负面影响较大，开

展有效预防措施尤为重要
[3]
。 

穿刺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发生因素较多，与穿刺手法及内

瘘护理具有密切关联，选择合适穿刺手法尤其重要。绳梯穿

刺法作为动静脉内瘘穿刺常用方式，依据内瘘血管全长进行

更替穿刺，穿刺点形式“绳梯”排列而命名，可有效避免于

同一位置穿刺导致药物外渗
[4]
；临床操作时因每次治疗均需

更换穿刺部位，一定程度增加患者医疗疼痛，医护人员工作

强度较大，每次更换穿刺部位，因血管多次损伤，弹性降低，

穿刺难度升高，故导致一次性穿刺率偏低，且会增加血管损

伤程度，出现血管梗阻、感染等，增加日后护理难度，患者

就诊期间，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同时增加穿刺口皮肤硬

结和白斑情况，应用价值受限
[5]
。 

扣眼穿刺法一次穿刺成功率显著高于绳梯穿刺法，在同

一位置、同一角度、同一深度进行内瘘穿刺，有利于建立穿

刺隧道，可有效减少皮肤硬结、白斑等情况，操作简单，可

有效减轻穿刺疼痛，降低护理人员工作负担，临床开展应用

价值较高
[6]
；但于临床应用显示

[7]
，扣眼穿刺法操作规范性较

强，于透析完成后，拔针方向需沿着隧道方向拔出，避免损

伤血管及表皮，规范个人操作，开展抗感染对策，可有效延

长动静脉内瘘使用时间。研究观察显示，观察 B 组穿刺口皮

肤硬结和白斑发生率少于观察 A组，统计结果显著（P<0.05）；

医学随访 6 个月，观察 B 组血管通路堵塞发生率低于观察 A

组，统计结果显著（P<0.05），扣眼穿刺法可有效减轻穿刺

疼痛，在同一位置、同一深度、同一角度进行反复穿刺，可

刺激纤维细胞的增生，缓解穿刺疼痛，减少护理负担，满足

长期维持性血透晰治疗需求，安全系数高，可推广实施。 

综上，维持性血液透析采用扣眼穿刺法可有效减少穿刺

口皮肤硬结和白斑形成，优于绳梯法，可作为动静脉内瘘穿

刺首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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