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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输液港技术在乳腺癌患者中应用的相关并发症分析 

王 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主要研究手臂输液港技术在乳腺癌患者中应用的相关并发症。方法 目标性调查近年本院收治

的乳腺癌患者，随机截取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的患者，将 68 例予以分组研究，分组采用电脑双盲法，

设为各 34 例的对照组（常规输液）、观察组（手臂输液港技术），针对 2 组患者出现的相关并发症、治疗后生

活质量、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作出对比与观察。结果 经统计患者的相关并发症（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静脉血

栓、导管头端移位、堵管、持续疼痛），相较 2 组发生率（对照组：8.82%，观察组：41.18%），明显观察组相

关并发症较少，（p＜0.05）；通过评估 2 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水平，相较生理、心理、社会、躯体四项功能，

观察组四项评分均显著比对照组高，（p＜0.05）；调查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服务态度、医疗技术、专业素

质、沟通技巧）可见，观察组满意度评分更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乳腺癌患者的输液治疗，临床

予以手臂输液港技术，可有效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预后的生活质量水平得以改善，有效提高患者对

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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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of arm infusion port technology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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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ed complications of arm infusion port technology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A targete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o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recent years. Sixty eight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2022-05 to 2023-05,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mputer double-blind method 
was used to group them into 34 control groups (routine infusion) and 34 observation groups (arm infusion port technology). 
The related complications, quality of life after treatment, and satisfaction with medical servic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observed. Results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incidence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venous 
catheter-related infections, venous thrombosis, catheter head displacement, blockage, and persistent pa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d to the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8.82%, observation group: 41.18%), with 
significantly fewer related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By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level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to the four functions of physiology, psychology, society, and body, the four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medical services (service attitude, medical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quality, communication 
skill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the infusion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rm infusion port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prognosi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medical service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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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港属于一种较为安全的长期血管通路，不仅

穿刺成功率极高，且对患者的损伤较小，同时具有相关

并发症少的特征，在乳腺癌治疗中十分适用。现如今，

乳腺癌治疗，通常采用微创手术、辅助放化疗及介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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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等多种方式，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其中化疗中的

药物主要为发泡剂，对患者的血管刺激性较大，易于诱

发静脉炎，一旦出现药液外渗，严重可导致皮下组织坏

死等情况，加重患者的痛苦。因而临床治疗乳腺癌患

者，主要以静脉输液港进行治疗，常用胸壁输液港、手

臂输液港两种技术，但胸壁输液港存在血胸、导管夹闭

综合征及气胸等不良现象，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构成威

胁，加之港座在胸壁不利于患者胸部放疗，所以避免以

上弊端，临床首选手臂输液港技术，不仅可避免反复穿

刺[1]，还能整体提升疗效。 
基于此，本文主要选取近年收治的 68 例乳腺癌患

者予以研究，针对手臂输液港技术的应用效果用于分

析，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目标性调查近年本院收治的乳腺癌患者，随机截

取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的患者，将 68 例予

以分组研究，分组采用电脑双盲法，设为各 34 例的对

照组（常规输液），性别分布：男/女：18/16，年龄区

间（32~80）岁，平均（54.58±1.81）岁；观察组（手

臂输液港技术），性别分布：男患 19 例、女患 15 例，

年龄区间（33~79）岁，平均（55.02±1.74）岁。2 组

患者临床基线资料，经统计分析均没有显著差异，适用

于本文研究，（p＞0.05）。 
纳入标准：入选患者经病理检查，均符合乳腺癌的

诊断标准；患者与其家属对研究项目全部知情，自愿同

意配合并完成知情同意书签字；院方伦理委员会已经

审核研究项目，予以批准执行。 
排除标准：合并全身性感染；严重凝血功能障碍；

输液港材料过敏；严重精神障碍；认知功能及语言交流

能力障碍；依从性较差及临床资料不完整等患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输液，采用胸壁输液港

技术，取患者平卧位，对其进行局部麻醉后，以皮下穿

刺方式，在 X 线辅助下，将穿刺针，置入患者的健侧

静脉部位，部分导管埋于皮下位置，且头端置于上腔静

脉、左心房位置，最后缝合。 
1.2.2 观察组患者应用手臂输液港技术，具体操作

如下：选择非手术侧上臂的贵要静脉，将其作为输液港

导管入路，于血管 B 超机引导之下，采用赛丁格穿刺

技术植入输液港导管，以心电导联，全程追踪导管头端

的部位。 
接下来，制作港座囊袋，需避免对患者屈肘造成影

响。在置港时，遵循“两定位”定位（穿刺靶静脉，无

菌消毒铺单前、穿刺前行 B 超定位）、“五检测”（导

管和港座放置前检测、导管放置后检测、导管和港座连

接后检测、港座放入囊带后检测、囊带切口关闭后检

测）。 
当检测时，使用 20ml 注射器，抽取 0.9%的氯化钠

注射液，同时针对输液港导管、港座是否通畅、是否在

位予以观察，检查导管是否出现破损渗漏。当置港结束

之后，以胸部 X 线片明确导管头端的位置，同时在手

术、化疗、放疗结束后全面复查，确定好输液港无需再

用，可预约取港[2-3]。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相关并发症：针对 2 组患者治疗后的相

关并发症予以统计，主要包括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静

脉血栓、导管头端移位、堵管、持续疼痛等，各项相加

之和/总数×100%即得发生率。 
1.3.2 观察生活质量水平：以 SF-36 量表（健康状

态简表）[4]，评估患者生理、心理、社会、躯体四项功

能，每项评分 0~100 分，评分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

越高。 
1.3.3 观察医疗服务满意度：根据本院自行设计的

医疗服务调查问卷，共 4 项，涉及服务态度、医疗技

术、专业素质、沟通技巧，每项评分 0~25 分，评分高

患者越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软件 SPSS23.0 用作数据分析，针对试验数据进行

组间资料处理，检验计量运用 t，（ sx ± ）描述生活质

量水平、医疗服务满意度，检验计数运用 χ2，（%）描

述相关并发症，统计意义差异标准：p＜0.05。 
2 结果 
2.1 对比 2 组相关并发症 
观察表 1 数据，经统计患者的相关并发症（静脉

导管相关性感染、静脉血栓、导管头端移位、堵管、持

续疼痛），相较 2 组发生率（对照组：8.82%，观察组：

41.18%），明显观察组相关并发症较少，（p＜0.05）。 
2.2 对比 2 组生活质量水平 
下表 2 所示，通过评估 2 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

量水平，相较生理、心理、社会、躯体四项功能，观察

组四项评分均显著比对照组高，（p＜0.05）。 
2.3 对比 2 组医疗服务满意度 
根据表 3 结果，调查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服

务态度、医疗技术、专业素质、沟通技巧）可见，观察

组满意度评分更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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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组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n） 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 静脉血栓 导管头端移位 堵管 持续疼痛 发生率 

观察组（n） 34 1（2.94） 1（2.94） 0 1（2.94） 0 3（8.82） 

对照组（n） 34 4（11.76） 3（8.82） 2（5.88） 3（8.82） 2（5.88） 14（41.18） 

χ2值 - - - - - - 4.659 

p 值 - - - - - - <0.05 

表 2  2 组生活质量水平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n）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观察组（n） 34 92.15±4.67 91.64±5.52 93.46±5.28 94.27±5.33 

对照组（n） 34 80.55±4.51 82.46±4.66 81.88±4.91 80.64±5.12 

t 值 - 12.096 11.807 9.842 10.441 

p 值 - <0.05 <0.05 <0.05 <0.05 

表 3  2 组医疗服务满意度[（ sx ± ），分] 

组别 例数（n） 服务态度 医疗技术 专业素质 沟通技巧 

观察组（n） 34 22.64±2.97 23.02±2.02 22.12±3.89 23.63±3.11 

对照组（n） 34 16.43±1.82 16.47±1.97 16.44±1.47 16.45±1.51 

t 值 - 11.994 12.046 13.056 11.402 

p 值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乳腺癌作为一种乳腺腺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主

要以手术方式进行肿瘤病灶组织的切除，以此控制病

情的进展，同时术后配合放化疗，可杀灭残留的癌细

胞，促使微小病灶得以有效清除，进而保障临床治疗的

效果。通常在术后化疗治疗时，需置入输液港，来减少

反复穿刺，但胸壁输液港，其导管需要经锁骨下静脉、

腋静脉或者颈内静脉加以植入，且港座埋植胸壁，这对

患者的胸部放疗十分不利，且易于诱发多种并发症，如

气胸、血胸等，故而临床需探寻一种更为科学、有效且

安全的输液方式，为化疗的顺利完成提供支持。 
手臂输液港技术以手臂贵要静脉、肱静脉等为入

路，这为临床治疗提供全新的途径，其植入的成功率较

高，且导管尖端位置较为准确，利于满足患者的个性化

需求，有效避免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与此同时，手臂输

液港技术不会限制患者的置管侧手臂活动，对其外观

不会造成影响，以便患者针对此项医疗服务达到满意

目的[5]。基于此，为了进一步证实手臂输液港技术在临

床的应用效果，本文选取近年本院收治的 68 例乳腺癌

患者予以研究，随机设为各34例的对照组（常规输液）、

观察组（手臂输液港技术）进行对比分析。从文中试验

数据可见：经统计患者的相关并发症（静脉导管相关性

感染、静脉血栓、导管头端移位、堵管、持续疼痛），

相较 2 组发生率（对照组：8.82%，观察组：41.18%），

明显观察组相关并发症较少，（p＜0.05）；通过评估

2 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水平，相较生理、心理、社

会、躯体四项功能，观察组四项评分均显著比对照组

高，（p＜0.05）；调查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服

务态度、医疗技术、专业素质、沟通技巧）可见，观察

组满意度评分更高于对照组，（p＜0.05）。可以看出，

手臂输液港技术对乳腺癌相关并发症具有积极的预防

作用，相对胸壁输液港技术而言，手臂输液港的港座，

可留置于上臂皮下，以此减少乃至规避港座留置下的

一系列并发症，进而十分安全且效果良好，可作为乳腺

癌输液的一种最优选择，故而患者的生活质量得以极

大程度的提高。 
综上所述，手臂输液港技术在乳腺癌中应用的效

果较好，可有效减少或避免相关并发症，利于改善患者

的预后生活质量，进而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

可作为在临床输液港常规置管部位外的另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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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乳腺癌，具有积极推广予以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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