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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在 CT 增强扫描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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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 CT 增强扫描中应用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的价值进行分析。方法 选取在我院行 CT 增

强扫描的患者，纳入对象为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10 月的 120 例展开研究，根据电脑双盲法对患者分成两组，

60 例使用静脉留置针的患者作为对照组，60 例应用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的患者为观察组，对比观察患者扫描

不良事件、所耗时与伪影评价情况。结果 观察组扫描出现的不良事件（CT 成像不佳、不舒适、穿刺点红肿、二

次穿刺、对比剂过敏、注射外渗、侧支血管及反流）发生率，与对照组的发生率进行比较发现，观察组明显更低，

（p＜0.05）；从进入检查室-开展 CT 检查的时间、检查结束后-处理通路的时间，两组相比之下，观察组所耗时更

短，（p＜0.05）；对于锁骨下动脉、上腔静脉与右心房的伪影进行评价，观察组各项指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应用在 CT 增强扫描中价值极高，能够规避扫描中不良事件，缩短扫描耗时，确保

图像高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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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using high-pressure injection type PICC catheters in CT enhanced 
scanning. Methods A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2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nhanced CT scans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2 to October 2023.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a double-blind computer method, with 60 patients 
using intravenous indwelling catheters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60 patients using high-pressure injection type PICC 
catheters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adverse events, time consumption, and artifact evaluation of the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observ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poor CT imaging, discomfort, redness and swelling at 
the puncture site, secondary puncture, contrast agent allergy, injection extravasation, collateral vessels, and reflux)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ok a shorter time from entering the examination room to conducting CT examination, and from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 to processing the pathway (p<0.05); For the evaluation of artifacts in the subclavian artery, 
superior vena cava, and right atrium,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indicator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igh-pressure injection type PICC catheters in CT enhanced scanning has extremely high 
value, can avoid adverse events during scanning, shorten scanning time, ensure high image quality, an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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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CT 作为重要的一项影像学检查技术，已

经广泛运用临床疾病的诊断，且取得良好的成绩。其中

CT 增强扫描，属于较为特殊的 CT 成像技术，当在静

脉内注射对比剂，利于鉴别病变组织和正常组织，进而

提高病变的检出率，同时进行量化分析，完成定性诊断。

然而随着增强 CT 的普及，传统的 PICC 导管难以满足

增强 CT 扫描，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逐渐推广临床，

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可耐受较大的压力，既能

满足一般静脉治疗，又能实现静脉团注与多通道给药、

快速注射及对中心静脉压的监测等，有效降低不良事

件风险，并减少检查耗时，有效解决静脉输注中的诸多

问题[1]。本文为了分析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在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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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扫描中的应用价值，现选取近年期间 120 例患者

展开调查研究，以两组对比形式获得如下结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我院行 CT 增强扫描的患者，纳入对象为

2022.10~2023.10 的 120 例展开研究，根据电脑双盲法

对患者分成两组，60 例对照组：男患者 35 例、女患者

25 例，年龄在 46~71 岁，平均（50.07±11.23）岁；60
例观察组患者：男性 30 例、女性 30 例，年龄在 47~70
岁，平均（51.26±11.79）岁。纳入标准：两组患者均

知情研究，自愿参与签订同意书；患者病例资料齐全；

存在 CT 增强扫描需求。排除标准：患有 PICC 导管并

发症；无法经 PICC 导管注射对比剂进行增强扫描；不

耐受；生命体征不稳定；心功能不全；对比剂过敏史等。

经过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一般资料，差异上不显

著，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用作下文对比（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扫描使用静脉留置针：当患者完成常

规检查后，确认符合注射标准，以 5ml 生理盐水，来

冲洗留置针，随后将对比剂注射其中实施扫描[2]。 
1.2.2 观察组扫描应用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

使用新型耐高压 PICC，给予患者常规的管理护理，并

对患者抽回血，之后用10ml的盐水以脉冲式进行冲管，

当管道通畅，对患者进行 CT 平扫，判断导管的准确定

位，遵守相关规范实施 CT 增强扫描[3-5]。 
两组患者均使用西门子双源 CT，对比剂为

30g/100ml 碘海醇，高压注射器的注射速度为每秒

2.5~3.5mL，总量 60~90mL[6]。完成扫描后，由 3 名影

像科经验丰富的医师，针对影像图像质量统一扫描结

果。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检查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主要记录患者出现的穿刺点红肿、二次穿刺、对比

剂过敏、不舒适、注射外渗等情况，同时观察侧支血管

及反流情况，并根据成像结果记录 CT 成像质量不佳情

况。各项事件相加之和即得发生率。 
1.3.2 观察检查耗时 
记录下患者进入检查室-开展 CT 检查的时间（从

建立静脉通道开始）、检查结束后-处理通路的时间（直

至无出血为止）。 
1.3.3 伪影评价 
针对患者的锁骨下动脉、上腔静脉与右心房的伪

影评价。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 软件用作本文研究数据的统计学分析，

检查耗时及伪影评价均符合正态分布，（ sx ± ）进行

表示计量，对比以 t 进行检验，不良事件以（n，%）

进行表示，计数资料对比检验为 χ2，差异性标准按照 p
＜0.05 为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扫描不良事件对比 
见表 1 所示，观察组扫描出现的不良事件（CT 成

像不佳、不舒适、穿刺点红肿、二次穿刺、对比剂过敏、

注射外渗、侧支血管及反流）发生率 20.00%，与对照

组的发生率 48.33%进行比较发现，20.00%＜48.33%，

观察组明显更低，（p＜0.05）。 
2.2 检查耗时对比 
所见表 2 数据，从进入检查室-开展 CT 检查的时

间、检查结束后-处理通路的时间，两组相比之下，观

察组所耗时更短，（p＜0.05）。 
2.3 伪影评价对比 
表 3 结果显示，对于锁骨下动脉、上腔静脉与右

心房的伪影进行评价，观察组各项指标高于对照组，（p
＜0.05）。 

3 讨论 
增强 CT 扫描，主要是指在血管内注射对比剂，随

后进行扫描，目的在于提高病变组织和正常组织的鉴

别与对比程度，确保临床获得更为精准的依据。但因对

比剂高压团注的速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影像检查质

量造成影响，同时也是各种不良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 
表 1  比较两组扫描不良事件[n（%）] 

组别 例数（n） CT 成像不佳 不舒适 穿刺点红肿 二次穿刺 对比剂过敏 注射外渗 侧支血管及反流 发生率 

观察组（n） 60 2（3.33） 1（1.67） 1（1.67） 1（1.67） 1（1.67） 2（3.33） 4（6.66） 12（20.00） 

对照组（n） 60 5（8.33） 3（5.00） 2（3.33） 2（3.33） 3（5.00） 6（10.00） 8（13.33） 29（48.33） 

χ2值         4.844 

p 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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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较两组检查耗时[（ sx ± ），min] 

组别 例数（n） 进入检查室-开展 CT 检查的时间 检查结束后-处理通路的时间 

观察组（n） 60 3.32±0.65 4.04±0.77 

对照组（n） 60 5.57±0.88 7.81±0.69 

t 值  21.489 38.941 

p 值  <0.05 <0.05 

表 3  比较两组伪影评价（ sx ± ） 

组别 例数（n） 锁骨下动脉 上腔静脉 右心房 

观察组（n） 60 4.19±0.12 3.13±0.14 4.23±0.11 

对照组（n） 60 1.08±0.09 1.48±0.39 2.08±1.06 

t 值  29.681 22.957 11.252 

p 值  <0.05 <0.05 <0.05 

 
然而新型导管可满足输注速率，最快能够达到每

秒 5mL，使用黏度最大的 11.8cps 对比剂，进行注射，

并无限加压注射次数，耐受 300psi 的压力，以此充分

符合影像增强检查的需求，进一步提高 CT 成像质量。

本文研究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7]，在 CT 增强扫描

中的应用价值，对比常规静脉留置针，具有多种优势，

如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有效克服不耐高压这一弊

端，采用耐高压导管材料，可满足一般静脉治疗，同时

还能达到多次高压团注射对比剂进行 CT 增强扫描的

需求，而且通道的条件较好，管路要比外周静脉更加的

平直，并置入导管的尖端，能够直达上腔静脉，或者上

腔静脉与右心房的连接位置，以此缩短对比剂的输注

路径，减少对比剂稀释程度，保障良好的高压团注效果。

加之，留置针固定难度较大，易于出现针头漂浮等情况，

导致输液流速十分不稳定，对扫描图像质量带来影响，

但 PICC 导管的出口固定难度相对较小，输液过程中能

够实现监控，最大限度上降低不良事件发生[8]。根据文

中研究结果可知：观察组患者扫描使用耐高压注射型

PICC 导管，对照组患者扫描使用静脉留置针，数据证

实：观察组扫描出现的不良事件（CT 成像不佳、不舒

适、穿刺点红肿、二次穿刺、对比剂过敏、注射外渗、

侧支血管及反流）发生率 20.00%，与对照组的发生率

48.33%进行比较发现，20.00%＜48.33%，观察组明显

更低，（p＜0.05）；从进入检查室-开展 CT 检查的时

间、检查结束后-处理通路的时间，两组相比之下，观

察组所耗时更短，（p＜0.05），说明 PICC 导管能够减

少检查耗时，提高效率；对于锁骨下动脉、上腔静脉与

右心房的伪影进行评价，观察组各项指标高于对照组，

（p＜0.05），可以看出，相比静脉留置针，PICC 导管

作为安全通路，能够减少伪影，提高 CT 成像图像的质

量，避免侧支血管的干扰，为临床影像诊断提供较为客

观依据[9]。 
综上所述，针对 CT 增强扫描而言，应用耐高压注

射型 PICC 导管的效果理想，利于减少伪影，降低不良

事件的发生风险，有效缩短检查耗时，促进检查工作效

率及图像质量得以提高，具有在临床疾病诊断中推广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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