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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目前，64排128层螺旋CT下肢动脉血管造影是诊

断患者是否存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主要方式。这

一检查方式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诊断性也较高。然

而，患者在进行这一检查时，对于护理的配合度也

将对后续的诊断情况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

此，选择了63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对64排128层螺旋

CT下肢动脉血管造影检查中的护理效果进行观察和分

析。现将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在我

64排128层螺旋CT下肢动脉血管造影检查中的护理效果观察

河南省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CT室 （河南 新郑 4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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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64排128层螺旋CT下肢动脉血管造影检查中的护理效果进行观察和分析。方法 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

在我院进行了64排128层螺旋CT下肢动脉血管造影检查的63例患者进行研究，对其在护理当中的配合度以及配合情

况进行分析，之后分析和整合出较为有效的护理方法。结果 在对患者采用护理之后，患者对于检查的配合度更高

了，且对比分析结果之后，有60例患者检查成功，2例患者由于静脉干扰的原因无法得到准确判断，1例患者因为体

位改变的原因无法准确判断。在患者诊断的安全度方面，患者在完成诊断之后并未出现任何并发症以及不良反应，

具有较好的诊断效果。结论 对64排128层螺旋CT 下肢动脉血管造影检查患者进行精细化的护理有利于提高检测的

成功率以及患者对于检查的依从性，值得在临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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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ffect Observation of 64-row 128-slice Spiral CT in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Angiography
ZHAO Mei-ling. CT Room, Xinzheng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Xinzheng 451100,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of 64-row 128-slice spiral CT in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angiography. Methods  A total of 63 patients with 64-row 128-slice spiral CT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angiography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8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tal. Analyze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veness in nursing, and then analyze and integrate more effective nursing methods. Results  After the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care, the patient's cooperation with the examination was higher. After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60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ly examined, and 2 patients could not be accurately judged due to venous 
interference. One patient could not be accurately judged because of the change in body position. In terms of the 
safety of the patient's diagnosis, the patient did not have any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completing the 
diagnosis, and had a good diagnostic effect. Conclusion The carefu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64-row 128-slice spiral 
CT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angiography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detection and patient compliance 
with the examination.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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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进行了64排128层螺旋CT下肢动脉血管造影检查的

63例患者进行研究。所有患者中男性患者有36例，女

性患者有27例，年龄跨度为36至60周岁。所有的63例

均采取了64排128层螺旋CT下肢动脉血管造影的检测

方法对患者并且进行诊断。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对

这一研究项目知情且签署了同意书，该研究亦经院内

伦理委员会审批。排除标准：血液系统疾病者、肺部

感染者、精神疾病者、进行抗病毒治疗者；其他严重

合并症者。

　　1.3 方法 

　　1.3.1 患者检查之前的护理方式：在患者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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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之前，需要评估其病情，之后对患者是否存在对造

影剂的禁忌情况进行了解，例如患者是否存在甲亢、

肝肾功能损害以及碘过敏等等情况
[2]
。如果患者并未

发现上述情况，则可以让患者或者家属签署同意书，

并且在患者签署之后，将检查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检

测目的进行讲解。除此之外，为了提升患者对整个检

查过程的耐受性，必须提前叮嘱患者穿宽松衣物，不

可佩戴金属饰品等等注意事项，同时护士还需要对检

测的流程进行讲解，以达到降低患者紧张和恐惧心理

的目的
[3]
。之后对患者进行静脉过敏试验，完成这一

测试之后如若患者未出现异常情况则可对其进行血管

造影。医护人员还需要及时备好相应的药品和器械。

在对患者进行穿刺时，要求医护人员必须对此过程绝

对熟悉，避免多次穿刺和血管壁渗漏等等情况
[4]
。

　　1.3.2 患者检查时的护理方式：在整个检查过程

中，患者主要采取仰卧姿势，先让足部进入，叮嘱患

者保持姿势不动，以免影响到诊断结果。之后在穿刺

时需要让患者穿刺侧手臂保持伸直，避免造影剂外

渗。患者注射造影剂时间一般控制在5至10秒，所以

需要对患者进行注射开始的10秒内穿刺静脉的渗漏情

况进行观察，如果发现患者的注射部位存在肿胀问

题，必须立即停止注射
[5]
。

　　1.3.3 患者检查后的护理方式：患者完成检查

之后，需要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确保患者未发生

任何不良反应方可离开医院检查室。之后叮嘱患者

多喝水，推进造影剂的排出，缓解造影剂对于肾脏的

毒性。同时在进行注射后按压时，避免揉搓，按压的

时间一般持续为5分钟，同时还需要叮嘱患者穿刺侧

手臂在15分钟内不可做大幅度的运动。一旦出现造影

剂渗漏的情况需要及时采用75%酒精或者50%的硫酸镁

对肿胀部位进行湿敷。在一天内采用冷敷方式，一天

后则采取热敷的方式
[6]
。医护人员需要对患者肢体的

张力进行观察，必要奥的话需要对患者的全身进行用

药，并且采用山莨菪碱湿敷的方式推动患者的血液循

环。一旦患者出现皮疹、血管性水肿、红斑以及呼吸

困难等等不良的反应，必须及时进行处理，停止注

射，进行吸氧的同时对患者进行地塞米松磷酸钠或者

氢化可的松磷酸钠静脉注射。除此之外还需要对患者

的生命体征变化进行监测。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患者必

须立即告知医生进行抢救。对于部分出现心脏骤停的

患者必须立即采取心肺复苏和药物进行治疗。此外，

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护理干预

可以有效地缓解患者以及其家属的紧张情绪
[7]
。

　　2结果

　　2.1 护理之后患者的情况  在对患者采用护理之

后，患者对于检查的配合度更高了，且分析对比分析

结果之后，有60例患者检查成功，2例患者由于静脉

干扰的原因无法得到准确判断，1例患者因为体位改

变的原因无法准确判断。在患者诊断的安全度方面，

患者在完成诊断之后并未出现任何并发症以及不良反

应，具有较好的诊断效果。

　　3讨论

　　当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临床上较为常见和

多发疾病之一，患者一旦患上这一疾病将会非常痛

苦，对自身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情况也有着极大的影

响
[8]
。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下肢

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人数也随之增加
[9]
。目前来说，

对这一疾病进行诊断的主要方式为64排128层螺旋CT

下肢动脉血管造影。在进行这一检查的过程中，对患

者进行护理将会大大提升检查的安全度，提高患者对

整个检查过程的配合度
[10]

。  

　　在本文的研究中，选择了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

在我院进行了64排128层螺旋CT下肢动脉血管造影检

查的63例患者进行研究，之后对护理后患者情况进行

分析后发先，患者对于检查的配合度更高了，且分析

对比分析结果之后，有60例患者检查成功，2例患者

由于静脉干扰的原因无法得到准确判断，1例患者因

为体位改变的原因无法准确判断。在患者诊断的安全

度方面，患者在完成诊断之后并未出现任何并发症以

及不良反应，具有较好的诊断效果。

　　综上所述，对64排128层螺旋CT下肢动脉血管造

影检查患者进行精细化的护理有利于提高检测的成功

率以及患者对于检查的依从性，值得在临床进行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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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手术多属于下腹部或者经阴道的手术，距离

膀胱较近，保留导尿以消除膀胱充盈是术前的常规操

作。导尿留置是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常用的处

置方式，属于临床上常用的基础医疗和护理技术
[3]
。

相关研究表明留置导尿无菌操作不当、留置导尿时间

长、不合理的抗菌药物预防应用和老年患者是发生尿

路感染的高危因素
[4]
。留置导尿管引起的泌尿系统感

染居医源性感染第二位，仅次于呼吸道感染，严重影

响患者的术后康复及生活质量
[5]
。因此，预防留置导

尿管患者发生泌尿道感染及导尿并发症的护理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

　　尿道插管时带入细菌或损伤尿道黏膜，为细菌的

侵入和增殖创造了条件。细菌经导尿管与引流管接口

或经储尿袋进入膀胱可引起逆行性感染，留置尿管过

程中出现导尿管堵塞、扭曲，刺激膀胱黏膜，也可进

而引发感染。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进行全方位预防

护理措施后，第二、三、四周的尿路感染发生率和导

尿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提示预防性的全面护理干预有较好的

临床效果。归其原因是由于全面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准

确分析了影响患者发生感染的每个环节和关键点，使

护理工作贯穿患者导尿留置的每个过程。另一方面，

护理人员掌握了基于理论研究而制定的护理操作重点

和要点，进行无菌操作及全方位高效的引流，从源头

上降低了感染的可能性。此外，通过对患者的宣教与

管理，提高患者的配合度和防护意识，增加患者对注

意事项的了解，也有利于预防感染。本研究显示观察

组患者尿管留置明显短于对照组。有统计数据显示留

置尿管3天发生尿路感染率达30%，5天以上高达70%，

长期留置尿管几乎为100%，留置导尿管时间减少对降

低感染率也有重要意义
[6]
。全面的护理干预措施积极

与患者及家属建立紧密的联系，不仅保证了护理的人

性化，也减轻患者因置入导尿管的不良情绪，显著

提高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此外，患者的生活质量并

发症的减少而显著提高，与谢向红等的研究结论一   

致
[7]
。

　　综上所述，全面护理干预对减轻尿路感染与导尿

并发症的发生具有显著效果，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及对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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