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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静脉治疗安全性：导管维护与并发症管理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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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静脉治疗是现代医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静脉导管的使用可能会引发包括感染、静脉炎和导管

堵塞等并发症。为提高安全性与有效性，导管维护与并发症管理的最新进展显示，使用抗凝和抗菌冲封液、创新

敷料与固定技术、及时的导管评估与拔除，对减少并发症至关重要。同时，静脉导管相关并发症的有效管理策略

包括严格的操作标准化、专业培训与教育、选择优质材料，并实施快速有效的监测和应对机制。此外，教育培训

和感染预防控制的强化也是保障患者安全的关键，需持续关注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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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safety of venous therapy: the latest progress in catheter maintenance and complic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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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enous therapy i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modern medicine, but the use of venous catheters may 
lead to complications such as infection, phlebitis, and catheter blockage. The latest progress in catheter maintenance and 
complication management to improv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shows that the use of anticoagulant and antibacterial sealing 
liquids, innovative dressings and fixation techniques, and timely catheter evaluation and removal are crucial for reducing 
complications. Meanwhile, effective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venous catheters include strict 
operational standardiz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election of high-quality materials, and implementation 
of fast and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response mechanisms. In addition,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also key to ensuring patient safety and require continuous attention and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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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静脉治疗在现代临床医疗工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

地位。通过使用静脉导管，医护人员可以有效进行药物

输注、营养供给、采血以及监测患者的生理状态。然而，

静脉治疗的过程不无风险，包括感染、静脉炎、导管堵

塞和移位等一系列潜在并发症，这些问题均可能对患

者造成严重后果，并危害到治疗的成效。因此，精确的

导管维护与周密的并发症管理对于提升静脉治疗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变得十分必要。 
1 静脉导管的维护与最佳实践 
1.1 冲封管与评估的新标准与技术 
导管冲封是维持静脉通路畅通至关重要的一个程

序。传统的生理盐水冲洗已经逐渐被识别为不足以预

防所有类型的导管相关并发症，因此，当前研究更多关

注于使用抗凝和抗菌性质的冲封液。例如，含有肝素或

抗生素的冲封液已被证实能够显著减少导管相关感染

和堵塞的发生率。同时，对于导管功能的评估，服务于

临床的医疗团队目前利用更加高科技的设备，如导管

通畅性检测仪器，以便快速精准地判断导管是否存在

堵塞问题，从而保障治疗的连续性和安全性。在进行静

脉留置针的临床护理效果评估时，研究指出[1]采用结合

生理盐水和肝素钠盐水的创新冲封管方法较传统单纯

使用生理盐水的策略更为有效。该先进方法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护理体验，减少不良反应的风险，并且能够有

效缩短医疗器械的留置时间，同时降低对管道冲洗的

需求频次。 
*通讯作者：江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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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敷料更换与导管固定的创新策略 
近年来，敷料材料的创新发展注重提供优越的抗

菌性能及增强的透气性，以减少局部湿度和微生物滋

生的风险。例如，经银离子或其它抗菌物质处理的敷料

已被广泛研究，显示了其在减少导管周围感染方面的

积极效果。除此之外，导管固定技术的改进，如使用可

调节搭扣式固定装置，有助于避免因为固定不当而造

成的导管移位和相关并发症。研究结果表明[2]，应用叠

加敷料粘贴法，显示出在临床症状上的改善，包括减少

瘙痒、皮损面积缩小、皮损厚度降低和硬度下降，增加

了患者的舒适感，同时还降低了导管松动和发生感染

的风险。作为一种导管固定的创新策略，叠加敷料粘贴

法能有效提升乳腺癌患者 PICC 置管部位接触性皮炎

的临床治疗效果，缩短恢复周期，提升患者的舒适度，

并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显著优于传统的固定方法。 
1.3 导管拔除的最新指导原则 
导管拔除时机的把握是预防并发症的关键。既要

考虑到导管长时间留置可能带来感染的风险，又要权

衡患者未来可能需要再次静脉治疗的可能性。当前，国

际指南推荐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治疗需求定期评估

导管留置的必要性，同时，在拔除导管时应遵循无菌操

作原则，避免导致感染和其他并发症。具体操作上，护

理人员需综合考虑患者的临床状况，如无必要性则及

时拔除，减少不必要的风险。 
2 静脉导管相关并发症管理 
2.1 静脉炎与渗出外渗的预防及治疗策略 
静脉炎是由于静脉壁受到刺激或感染而产生的炎

症，常见于静脉输液中。一项针对非高渗性药物输注后

局部静脉炎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减少输注速率、选用

较小针腔的 IV 导管、提升护理操作的无菌性均可有效

降低静脉炎的发生率。若发生静脉炎，应立即停止输

液，根据临床表现考虑使用局部冷敷、抗炎药物治疗，

或更换输液部位。对于渗出与外渗，主要是通过严格监

测患者的静脉通路，定期更换输液部位及适宜的输液

速率来预防。研究发现[3]，在进行常规硫酸镁湿敷的基

础上，加入多磺酸黏多糖乳膏的治疗组显示出了更佳

的护理成效。具体表现在，患者的静脉炎发生率较低，

疼痛感受有所减轻，整体护理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2.2 导管堵塞与空气栓塞的风险防范 
导管堵塞可能由血栓、沉积物或液体药物结晶引

起。为预防导管堵塞，建议使用最新的导管型号，其中

内含抗凝剂如肝素或表面特殊处理，减少血液成分沉

积。一旦导管堵塞，首先应停止输液并按照制定的协议

进行处理，可能包括使用溶栓剂如尿激酶。至于空气栓

塞，应始终保持导管系统的密闭，采取防空气栓塞型的

输液装置，以及在拔管时确保患者处于正确的体位。研

究指出[4]，对出现空气栓塞现象，通过立即采取措施，

如平卧位、吸入氧气、心电监护、辅助通气，并使用 CT
扫描确定栓塞部位，以及高压氧舱治疗等紧急抢救手

段，成功地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并最终实现了康复出院，

有效的护理措施包括精细的操作技术、密切监测患者

拔管后的反应、以及在发现问题时迅速且正确地响应。

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显著减少深静脉导管拔除引起的空

气栓塞，从而保障患者安全。 
2.3 中心静脉导管异位/移位及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的监测与应对 
对于中心静脉导管异位/移位，专业指南推荐在术

后和定期使用放射学检查确认导管位置。与此同时，严

格的无菌操作技巧，包括皮肤消毒和使用无菌敷料，对

于预防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至关重要。据研

究显示[5]，使用含抗微生物涂层的导管、抗菌封锁技术

（如抗生素冲洗液），以及对护理团队进行定期的感染

管控培训能显著降低CRBSI的风险。一旦发生CRBSI，
需基于细菌培养结果选用合适的抗生素进行治疗，并

根据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拔除导管。医院管理者应该采

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增强医务人员在 CVC 放置操作

方面的培训，将这些操作流程纳入质量评估体系中，并

定期评价医护人员的工作量，灵活调配人力资源，以此

来提升医护人员在防止CVC相关血流感染方面的核心

措施遵从性。在此基础上，监测中心静脉导管异位或移

位情况并及时应对，以及对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进行

有效监控，是确保患者安全和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医院应制定详细的监控程序和应对策略，确

保在CVC使用过程中能及时识别并处理任何潜在的并

发症，减少感染风险，并提升整体医疗服务水平。针对

静脉导管相关并发症的管理，必须构建一个综合的预

防和干预策略，重点包括提升临床操作标准化程度、加

强护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优化导管材料选择和使用、

以及实施及时有效的监测和评估机制。通过这些综合

措施，可以显著减少静脉导管使用中的并发症，提高临

床治疗的安全性和效果。 
3 教育培训与感染预防控制 
3.1 静脉治疗护理人员的持续教育与培训 
静脉治疗护理人员必须具备高度专业的知识和技

能来保证操作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因此，持续教育和培

训对于提升护理质量、减轻并发症和优化患者结果至



卢雅莉，石真利，何静，江芙玲                               提升静脉治疗安全性：导管维护与并发症管理的最新进展 

- 14 - 

关重要。在培训项目的设计方面，研究指出应包含理论

学习和实践操作两大部分。理论学习深化对静脉治疗

相关知识的理解，而实践操作则强化技能应用。例如，

一项针对导管插入技术的实践操作研究显示，在模拟

环境下反复练习可以显著提高护士的操作水平和自信

心，从而在真实临床环境中减少误操作和并发症的发

生。实施方面，应采取多种培训方式，包括面对面讲座、

网络学习、模拟操作和同行指导等，以适应不同学习者

的需求。对于培训效果的评估，则应通过预后分析、能

力测试和患者结果来衡量。此外，护理人员在实际操作

中需更为注意无菌技巧，以减少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

流感染率。 
3.2 静脉治疗中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最新策略 
近年来，一系列新策略被引入到感染控制实践中，

目的是降低感染率和提升患者安全。首先，在物品和设

备使用方面，多项研究支持使用抗菌涂层的导管能够

减少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RBSI）。一种配备银离子涂

层的导管，在临床实验中显示出了较未经处理的导管

更好的抗菌效果。而抗菌封层技术，如使用带有抗生素

的冲洗液，亦被证明能显著减少 CRBSI 的发生。除了

物品和设备的创新外，对感染控制措施的培训和执行

也极为重要。研究显示[6]，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感染控

制的教育和检查，能够提高认识并改善手卫生和无菌

操作的遵循度。例如，一项针对加强手卫生的介入研究

表明[7]，持续的监督和反馈能够显著提高手卫生的遵守

情况，进而减少 CRBSI 的风险。最后，抗生素的合理

使用也在感染控制中发挥关键作用。过度或不恰当使

用抗生素会导致耐药菌株的产生，增加感染治疗的难

度。因此，通过实施抗生素管控策略，如限制特定抗生

素的使用并进行抗生素敏感性测试，有助于优化抗生

素的使用并降低 CRBSI 的发生。研究表明[8]，将感染

控制措施整合入日常护理实践中，可以明显改善患者

的临床治疗结果，减少并发症，同时增强患者对护理服

务的正面评价。因此，推广这类针对性的感染预防和控

制护理策略，是提高血液净化病人临床治疗安全和效

率的关键途径。 
4 结论 
通过对最新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静脉治疗

中导管维护及并发症管理面临着不断地挑战。随着医

疗技术与护理操作标准的不断进步，导管维护包括了

使用创新冲封管方法、敷料更换以及导管固定的最新

技术，这些方法已被证实能有效提升治疗安全性和减

少患者不适。随着医疗技术和指南的迅速发展，未来的

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如何更精细化地进行个体化治疗管

理，以及如何将这些最佳实践更广泛地推广到临床实

践中。总之，导管维护和并发症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

程，它要求医疗团队持续关注最新的科学研究与临床

指南，以保障患者的福祉和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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