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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向心性穿刺对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的影响 

冯 运，丁大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重庆 

【摘要】 目的 研究分析改良向心性穿刺对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 92 例，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距瘘口近侧头静脉为动脉

出路离心方向穿刺，观察组患者应用改良向心性穿刺，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以及相关并发症发生

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观

察组患者 V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血液透析治疗患者应用改良向

心性穿刺有助于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内瘘狭窄、阻塞等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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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modified concentric puncture on arteriovenous fistula 
puncture in patients with hemodialysis. Methods: A total of 92 patients who underwent hemodialysis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punctured in the centrifugal direction of the arterial outlet by the cephalic vein proximal to the fistula. Modified 
concentric puncture was used in the group of patients, and the one-time puncture success rate and the occurrence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punctu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VA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modified concentric puncture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puncture, and also help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ternal fistula stenosis, obstruction and other related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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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各种因素引发的肾功能衰竭发生率不断

增高。而血液透析是当下治疗终末期肾脏疾病的有效

治疗措施，临床应用范围较广[1]。但血液透析的临床应

用中，常有患者因透析时动静脉内瘘穿刺不当而产生

各种问题，影响到透析治疗的顺利进行，也同时影响

患者的生存质量[2]。为进一步优化血液透析时动静脉瘘

穿刺方式，尽量保护透析患者动静脉瘘，本研究将探

析改良向心性穿刺对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的

影响。 

1 资料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9年 1月~2020年 12月期间在我院进行血

液透析治疗的患者 92 例。所有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同

意。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选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

共 46 例，男性 24 例，女性 22 例；患者年龄 35~78 岁，

平均（57.25±14.37）岁。对照组共 46 例，男性 25 例，

女性 21 例；患者年龄 34~72 岁，平均（56.81±11.09）
岁。两组患者相关临床资料均无较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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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比性。 
病例纳入标准：①需长期持续透析治疗患者；②

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③年龄为

18 周岁以上，具有独立行为能力；④内瘘启用时间为

4 周以上。 
病例排除标准：①因病或其他因素无法正常沟通

交流患者；②有凝血障碍等相关血液疾病患者；③透

析治疗频率每周不足 1 次；④四肢近端大静脉或中心

静脉存在明显狭窄、血栓等病变患者；⑤心血管状态

不稳，心衰未有效控制患者；⑥合并全身感染性疾病

患者；⑦其他可能影响透析安全性或影响本研究结果

的因素。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离心方向穿刺，斜面朝上进针穿

刺成功后良好固定即可。 
观察组采用改良向心性穿刺。在内瘘远端扎上止

血带，增加血管阻力，充盈血管，使动静脉内瘘管型

暴露。执行无菌操作流程，戴一次性无菌手套，彻底

消毒穿刺部位皮肤。触摸血管震颤搏动，确定进针位

置，感知血管走向及深浅。绷紧穿刺点下方皮肤，右

手持穿刺针，针尖斜面向上位于血管上方进针，针尖

距离吻合口至少 3cm。每次穿刺选择不同穿刺点，每

次轮流在不同穿刺点穿刺，且每个穿刺点相距至少

1cm。动脉及静脉穿刺点距离 6cm 以上。针尖向心方

向，针头紧贴皮肤，穿刺针与皮肤呈 20°~35°夹角。

根据预先感知到的血管方向，刺进肘部头静脉，见有

回血表示已插入血管，再放平针头刺入越 2/3，然后将

穿刺针旋转 180 度，将针尖斜面朝下。穿刺过程应连

贯，不停顿。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穿刺过程中一次性穿刺成功率。

以针尖进入皮肤后再一次性进入血管，穿刺点为血肿、

无充血、回血通畅为一次性穿刺成功。同时统计计算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疼痛评分，采用 VAS 视

觉模拟疼痛评分法，在纸上画一条直线，标出 0-10 个

数字代表分数，无痛：0-3 分；轻微疼痛：4-6 分，尚

可忍受，对日常活动与休息不造成影响；中度疼痛：

7-9 分，有明显疼痛感，影响日常生活与休息；重度疼

痛：10 分，疼痛难忍，已无法正常生活与休息。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分析所得数据，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比较，以率（%）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

用 x s± 表示，均符合正态分布，用 T 值检验数据，P
＜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中一次性穿刺成功 45 例，一次性穿刺

成功率为 97.83%；对照组患者中一次性穿刺成功 40
例，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为 86.96%。两组比较，观察组

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x2=8.4078，
P=0.0037（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体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下表 1。 
2.3 两组患者疼痛评分比较 
两组穿刺前对比无显著性的差异，（P＞0.05）；

穿刺后，观察组患者 V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患者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皮下血肿 血管瘤 内瘘狭窄 内瘘阻塞 合计 

观察组 46 2（4.35） 1（2.17） 1（2.17） 0 5（10.87） 

对照组 46 3（6.52） 3（6.52） 7（15.22） 2（4.35） 15（32.61） 

χ2 - 0.4581 2.2764 10.5257 4.4467 13.8896 

P - 0.4985 0.1314 0.0011 0.0350 0.0002 

表 2 两组患者疼痛评分比较（ x s± ，分） 

组别 例数 穿刺前 穿刺后 3 天 穿刺后 7 天 

观察组 46 6.47±1.52 3.48±1.08 2.87±0.76 

对照组 46 6.55±1.58 5.36±1.35 4.56±1.11 

χ2 - 0.2475 7.3753 8.5204 

P - 0.8051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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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动静脉内瘘是维持血液透析最为理想的透析血管

通路，在透析治疗中应用广泛。动静脉内瘘吻合术后

一般可维持使用 4~5 年，不会影响患者日常生活，透

析时更容易穿刺，同时具有安全、血流量充分、感染

机会少等优势[3]。长期持续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瘘的应

用有助于患者血液透析治疗正常、顺利进行，也有助

于提高患者生存期限和生存时间。但动静脉内瘘应用

或保护不当也会影响其使用效果、安全性等，容易造

成血管狭窄、假性动脉瘤等相关并发症。特别是在对

动静脉瘘进行穿刺时，较容易损伤动静脉瘘，形成相

关并发症[4]。而选择合适的穿刺方法有助于提高穿刺成

功率，也能较为良好地保护好动静脉瘘，有助于延长

动静脉瘘的使用寿命[5]。 
本研究中观察组所应用的改良向心穿刺，穿刺针

针尖斜面方向与血流方向一致，利于降低对内瘘血管

壁的冲击，利于保护血管壁。而有计划地轮流穿刺点

穿刺，也可以使内瘘血管受用均等，扩张均匀，不易

产生狭窄、闭塞等问题[6]。另外向心性穿刺时穿刺点在

内瘘血管壁产生的小活瓣膜与血流方向一致，每次透

析结束拔针后血流自动将小活瓣膜与血管壁吻合，易

于止血。同时应用该方式穿刺，便于护士掌握进针角

度，操作更加方便，从而也有利于提高穿刺成功率[7-8]。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而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

组患者 V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由此可

以说明对血液透析患者采用改良向心性穿刺法提高了

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具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改良向心性穿刺引用于血管透析患者

中，能显著提高穿刺成功率，也能有效降低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率，利于保护动静脉内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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