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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置管后的护理 

孙成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神经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置管后护理方案及效果。方法 本次

实验跨越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这一时间段，研究人员对 9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进行研究，所选研究对象

均采用 PICC，研究人员按照双盲对照原则完成分组工作，对照组所选 45 例患者实施基础护理，实验组所选 45
例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记录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情况、患者对护理工作所持态度、导管留置时间，

并加以分析比较。结果 对照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中出现并发症的人数分别为 14 人及 2 人，占组内所选患者总人

数的比例分别为 31.11%及 4.44%，组间并发症出现概率加以比较，有着较大的差距，（p＜0.05）；对照组及实

验组所选患者中对护理工作持非常认可及一般认可态度的人数之和分别为 34 人及 44 人，占组内所选患者总人数

的比例分别为 75.56%及 97.78%，组间护理认可度相关数据加以比较分析，有着较大的差距，（p＜0.05）；对照

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导管留置时间比较分析，分别为（8.1±2.4）天及（4.1±1.2）天，有着较大的差距，（p＜
0.05）。结论 优质护理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置管后护理中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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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nursing program and effect of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spanned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20 to March 2022. The researchers studied 9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he selected 
subjects were all treated with PICC, and the researchers completed the grouping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ouble-blind control. In the work, 4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elected for basic nursing, and 45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elected for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complication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patients' attitudes towards nursing work, and the catheter indwelling time were 
recorded and calculated. analyse and compare. Result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complica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14 and 2,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31.11% and 4.44%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elected 
patients in the group, respectively.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groups was compared. , there is a large 
gap (p < 0.05); the sum of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have a very 
recognized and generally recognized attitude towards nursing work is 34 and 44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the selected 
patients in the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 was 75.56% and 97.78%, respectively. The data on 
nursing recognition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re was a large gap (p<0.05). It was (8.1±2.4) 
days and (4.1±1.2) days, with a large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High-quality nursing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fter peripheral venous placement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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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救治过程中，PICC 有着较为

广泛的应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 PICC 护理水

平较低，对患者病情治疗和控制的效果造成了一些负

面的影响，因此，护理人员应明确 PICC 护理中存在的

问题，并积极对工作进行改进。笔者在本文中比较分

析了基础护理与优质护理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经外周

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置管后护理的表现，以期能够

帮助护理人员优化调整后续护理工作。参与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实验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人数为

90 例，详细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将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本院

就诊的 9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作为实验对象。研究人

员在确定本次实验研究对象时应向患者及其亲属详细

讲解本次实验的目的、详细流程、具体内容、潜在风

险，并在征得患者及其亲属同意后开展本次实验。患

有其他严重疾病、丧失自主意识、存在精神障碍或是

智力缺陷的患者不得参与本次实验。本院伦理委员会

充分知晓本次实验可能导致的后果，并许可研究人员

继续开展本次实验。本次实验过程中退出或是死亡的

患者相关数据均排除在实验结果之外。两组高血压脑

出血患者基础信息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不存在突出的差

距，资料可以用于比较，（p＞0.05）[1]。两组高血压

脑出血患者基础信息见表 1。 

表 1 两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基础信息 

组别 
人数 
（n） 

年龄区间 
（岁） 

中位年龄 
（岁） 

男女人数 
（例） 

对照组 45 32-80 58.4±6.8 25/20 

实验组 45 34-80 58.5±6.6 24/21 

1.2 方法 
所选研究对象均采用 PICC，研究人员按照双盲对

照原则完成分组工作，对照组所选 45 例患者实施基础

护理，实验组所选 45 例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在

PICC 救治中，医护人员应利用 4Fr 三向瓣膜式 PICC
导管完成工作，穿刺部位为贵要静脉。在穿刺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坚持无菌操作原则，规范佩戴防护设备，

调整患者的体位，对穿刺部位进行清洁和消毒，严格

按照既定标准及要求完成穿刺。在经外周静脉置入中

心静脉导管置管后护理中，护理人员应注意密切监测

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生理指标，规范患者的行为。在优

质护理中，护理人员应向患者及亲属详细讲解 PICC 置

管相关知识及高血压脑出血的危害，帮助患者正确看

待自身的病情及医护工作的开展，避免患者过度紧张

焦虑，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使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而且在置管后，护理人员应注意对导管进行固

定，并禁止患者大幅活动手臂，加强导管护理，避免

出现导管脱落、断裂的情况。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

员应注意定期更换敷贴及输液装置，保证穿刺部位的

清洁干燥，并规范完成导管冲洗、封管等工作，保证

导管的通畅。在优质护理中，护理人员应强化并发症

护理，对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归纳总结，并加强病

房巡视，及时向医生反馈突发情况，减少并发症的出

现，保证并发症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1.3 判断标准 
记录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情况、患者

对护理工作所持态度、导管留置时间，并加以分析比

较。并发症包括管道堵塞、导管脱落、感染。研究人

员将所选患者对护理工作所持态度分为非常认可、一

般认可及不认可三种情况，患者护理认可度计算公式

为（非常认可人数＋一般认可人数）/组内所选患者总

人数×百分百。 
1.4 统计学处理 
并发症出现情况、患者对护理工作所持态度、导

管留置时间相关数据均通过计算机软件 SPSS23.0 进行

分析处理，计数资料并发症出现概率及患者护理认可

度均借助百分比加以指代，计量资料导管留置时间依

靠标准差（±）加以指代，对应数据的检验使用 X2 及

t。组间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则统计

学意义显著，（P＜0.05）[2]。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情况 
对照组所选 45 例患者中出现并发症的人数为 14

人，占比为 31.11%，实验组所选患者中对应人数为 2
人，占比为 4.44%，组间并发症出现概率加以比较，

有着较大的差距，（p＜0.05）。详细情况见表 2。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所持态度 
对照组所选 45例患者中对护理工作持非常认可及

一般认可态度的人数之和为 34 人，占比为 75.56%，

实验组所选患者中对应人数为 44 人，占比为 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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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护理认可度相关数据加以比较分析，有着较大的 差距，（p＜0.05）。详细情况见表 3。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情况 

组别 人数（n） 管道堵塞[（%）] 导管脱落[（%）] 感染[（%）] 合计[（%）] 

对照组 45 3（6.67） 5（11.11） 6（13.33） 14（31.11） 

实验组 45 0（0.00） 1（2.22） 1（2.22） 2（4.44） 

X2 值 - - - - 6.924 

P 值 - - - - p＜0.05 

表 3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所持态度 

组别 人数（n） 非常认可（n） 一般认可（n） 不认可（n） 护理认可度（%） 

对照组 45 13 21 11 75.56 

实验组 45 20 24 1 97.78 

X2 值 - - - - 8.214 

P 值 - - - - p＜0.05 

 
2.3 两组患者导管留置时间 
对照组及实验组所选患者导管留置时间比较分

析，分别为（8.1±2.4）天及（4.1±1.2）天，有着较

大的差距，（p＜0.05）。 
3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在临床上出现概率较高，有着较高

的致残率及致死率，严重威胁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未来的生活及工作。

优质护理与基础护理之间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其要

求护理人员充分考虑到基础护理的不足，为患者提供

全面、细致的护理服务，护理工作水平明显提升，在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置管

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更加优异。共计 90 例高血压脑出

血患者参与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的实验，

目的是研究分析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经外周静脉置入中

心静脉导管置管后护理方案及效果，以此帮助护理人

员更好地完成护理任务[3]。分析本次实验，对照组及实

验组所选并发症出现概率、患者护理认可度、导管留

置时间相关数据加以比较，均有着较大的差距，（p＜
0.05）。实验结果显示，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经外周静

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置管后护理中优质护理的表现较

为理想。 
本次实验表明，优质护理在防范高血压脑出血

PICC 置管并发症、转变患者对护理工作所持态度、缩

短导管留置时间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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