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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配合加压包扎对肝硬化失代偿期

患者深静脉置管穿刺点渗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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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云南白药配合加压包扎用于肝硬化失代偿患者深静脉置管穿刺点渗血的效果$方法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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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
*"

例和观察组
2'

例#对照组采取局部加压包扎#观察组采取云南白药外敷配合局部加压包

扎#观察两组渗血持续时间%换药次数及疗效$结果
!

观察组渗血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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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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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照

组出血持续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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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药次!

)%))[!%!*

"次#观察组穿刺点疼痛%红肿等症状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穿刺

点渗血止血疗效优于对照组#两组各项观察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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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云南白药配合加压包扎对肝

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深静脉置管穿刺点渗血的止血效果更好$

关键词&肝硬化'深静脉置管'云南白药'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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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凝血因子的合成场所#血小板!

SY7

"

和凝血指标为临床肝硬化患者出现不良进展的主

要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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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失代偿导致门静脉高压%脾脏淤

血增大伴有脾功能亢进时#

SY7

被大量破坏而致

SY7

减少#易导致出血不止或不易凝血$深静脉

置管具有快速补液%避免静脉反复穿刺%减少药物

外渗和静脉炎的发生%降低患者痛苦等优点#特别

对于肝硬化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的抢救至关重

要$但肝硬化失代偿期深静脉置管由于各种原因

而致穿刺点渗血或出血不止#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和经济负担$云南白药对损伤的皮肤具有修复%

促生长作用#对创伤的愈合%止血%抗感染%消肿等

具有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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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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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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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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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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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云南白药配合加压包扎应用于肝硬化失

代偿期患者深静脉导管穿刺点渗血#取得较好疗

效#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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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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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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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符合肝硬化失代偿期诊断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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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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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酶原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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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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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纳入标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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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

*"

例和观察组
2'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

年龄
&2

!

#)

岁#平均!

*)%2'[!!%"&

"岁'乙肝性肝

硬化
N*

例#酒精性肝硬化
!'

例#血吸虫性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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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

例#隐源性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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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丙肝性肝硬化
!

例'

SY7

!

2#%"#[N#%!N

"

e

!'

"

(

Y

%

S7

!

&#%")[!#%"!

"

4

%

IS77

!

22%!#[

&#%2N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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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纤维蛋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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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二聚体!

R$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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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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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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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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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

**%!'[!&%"2

"岁'乙肝性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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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酒精性肝

硬化
(

例#血吸虫性肝硬化
!

例#原发性胆汁性肝

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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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隐源性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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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疾病类型%

SY7

%

S7

%

IS77

%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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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

%

R$

R/C<A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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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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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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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用等渗盐水清洗导管穿刺点周

围渗血后#局部及周边皮肤予无菌棉球蘸
'%*Q

聚

维酮碘消毒液消毒
)

遍待干#消毒范围为穿刺点周

围
!'>C

以上#然后用
#%*>Ce#%*>C

无菌纱布

经
&

次对折后形成的小方块纱布覆盖穿刺点#渗血

严重者于换药后用食指和中指指腹紧压纱布中间

部位#持续按压约
&'C/5

#再用
!'>Ce!&>C

无

菌透明薄膜紧贴#边贴边按#给纱布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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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膜下留有气泡导致膜撕脱$

!%&%&

!

观察组
!

皮肤消毒方法同对照组#消毒皮

肤后#将无菌云南白药药粉
!

!

&

勺匙约
'%)

?

敷

于静脉导管穿刺点#按对照组方法将无菌纱布覆

盖穿刺点并进行加压包扎$导管处敷料每间隔

N;

观察
!

次#若出血量大时!渗透最上面一层纱布

的一半以上面积"#及时更换纱布$无渗血者#恢

复正常导管维护#即首次无肉眼可见纱布渗血者

N(;

内更换#以后每
N1

更换
!

次敷料#敷料意外

撕脱及时更换$

!%)

!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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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血持续时间及换药次数
!

从穿刺成功

后穿刺点有渗血换药到穿刺点无明显渗血或结痂

为渗血持续时间#同时评估在渗血持续时间内的

换药次数$

!%)%&

!

疗效及伴随症状
!

有效&穿刺成功后穿刺

点首次换药敷料外层无明显肉眼渗血及红肿%疼

痛完全消失'显效&穿刺成功后穿刺点有渗血#但

换药次数和渗血量明显减少'无效&穿刺成功后穿

刺点渗血无明显改善或渗血不止#必须压迫止血$

伴随症状由治疗护士查看%询问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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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采用
TSTT!"%'

统

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准差表示#计量资料和等级资料用非参数
0'%%$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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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表示#采用卡

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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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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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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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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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渗血持续时间及换药次数比较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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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渗血持续时间及换药次数比较"

!Z#

#

组 别 例数 渗血持续时间(
;

换药次数

观察组
2' )!%#([!(%2( &%&![!%'*

对照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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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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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止血效果及伴随症状比较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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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

两组止血效果及伴随症状比较 例

组 别 例数
疗

!!

效

有效 显效 无效

伴随症状

疼痛 红肿

观察组
2' N! !* N * )

对照组
*"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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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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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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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失代偿患者常伴有感染性休克或消化

道大出血等需实施紧急抢救情况#深静脉置管是

实施抢救的首要措施#但此类患者穿刺点常伴有

渗血或出血不止$穿刺点不能有效止血#穿刺点

渗液%出血可形成过湿的环境#细菌容易繁殖#反

复更换敷料会增加局部感染机会)

)

*

$有研究显示#

局部渗血较多如不及时更换贴膜#在
&

!

)1

内可

繁殖大量病原菌)

N

*

$云南白药主要成分三七具有

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SY7

的聚集#降低血黏稠度#

达到止血而不留瘀#化瘀而不伤正的奇效'云南白

药另一成分重楼具有止血%镇痛%抗炎抑菌%抗病

毒%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及脑神经的作用#有效

地缩短凝血时间#达到止血的目的)

*

*

$马丽等)

2

*研

究显示#

SE++

穿刺点渗血敷云南白药后局部加压

包扎有良好的止血效果$周慧萍等)

#

*对云南白药

局部外敷透析导管隧道口渗血的观察#显示可明

显提高止血的有效率$本研究中#观察组出血持

续时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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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平均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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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照组出血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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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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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观察组穿刺点疼痛%红肿等

症状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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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深静脉置管

穿刺点渗血使用无菌云南白药局部外敷配合加压

包扎法具有有效缩短渗血持续时间%提高治疗效

果的作用#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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