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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微量注射泵注入血管活性药物的安全性和护理要点& 方法!根据微量注射泵应用

过程中泵体移动前后流出量的变化及临床应用微量注射泵过程中泵体安全移动方法提出护理新要点的理论

证据& 结果!提出在应用微量注射泵注入血管活性药物的过程中$为保障患者安全$应增加新的护理防护措

施& 结论!持续使用微量注射泵注入高浓度血管活性药物过程中需移动泵体时$应采用平行移动而尽量避免

垂直移动$以避免短时间的流量意外改变而引起患者血流动力学波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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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危重症护理工作中使用微量注射泵注入血管活性

药物的应用广泛$我们通过对所开展的垂直移动微量注射泵

对心胸外科术后患者生命征的影响及对策的课题的实验室

及临床对照研究$提出了在应用微量注射泵注入血管活性药

物的安全用药循证护理新要点$现报告如下&

?5实验材料与方法

?@?5实验仪器及方法5分别用国产 ]2?<O29MK62<9 UK0N ik/
&%$’日 本 J.ESRSZdY\1 J./)’’’ 德 国 WEFS\U8OMK6<O1

?<0N1?=三种微量注射泵$连接延长管在停机,ZJYU-和 ’%
03"7的工作状态下垂直移动泵体后$用电子天平对移动后 ’
029的注出量进行定量测定$每一状态下的注出量重复测定

’% 次&
?@A5实验分组及指标监测5将胸心外科 ,% 例心脏手术中

持续使用硝普钠$且术后将硝普钠带回d#S的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每组 )% 例& 实验组将注射泵平行移动固定于床旁的

活动输液架上%对照组按护理常规操作方法将注射泵垂直移

动固定于距床面")% X&#?0的高度的输液架上$持续监测记

录 $ 组患者注射泵体移动前’后 ’% 029 内的心率’平均动脉

压变化并进行比较&

A5实验结果

A@?5三个注射泵在,ZJYU-停机状态下移动后 ’ 029 的输注

量分别为"%CG* X%C%,,G#03’"%C$+ X%C%*’G#03’"%C,% X
%C%’*G#03& 三个注射泵 ’% 03"7 的工作状态下$移动前 ’
029泵体 实 际 输 注 量 分 别 为 "%C’, X%C%%*+#03’"%C’( X
%C%%)G#03’"%C’G X%C%%%+#03$移动后 ’ 029 的输注量分别

为"%C+* X%C%$(&#03’"%C*& X%C%$%*#03’"%CGG X%C%’G(#
03$与移动前 ’ 029 的输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

D%C%&#&
A@A5实验组患者移动前后的平均心率在约 ’’%C% @’’$C&
次"029’平均动脉压均在约 (*C% @(&C& 00T:的范围内窄幅

波动%移动后对患者的心率’平均动脉压未造成明显改变&
对照组患者的心率’平均动脉压移动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

""D%C%’#$移动前患者平均心率在 ’’, @’’( 次"029’平均

动脉压在 (( @+% 00T:的范围%移动后 $ 029 平均心率约为

’$G 次"029$平均动脉压跌至约 GG 00T:$随后逐步恢复$但

移动后 ’% 029仍未恢复至移动前的水平&
A@B5结果表明!"’# 连接延长 管 的 注 射 泵 无 论 是 在 停 机

,ZJYU-状态或是注射运行状态$垂直移动泵体后短时间内

注出量有明显改变)’* & "$#使用微量注射泵持续注入硝普钠

时$垂直移动泵体显著加快了患者的心率并降低了动脉压$
这种改变持续了 ’% 029以上$对患者生命体征产生了明显的

影响$而平行移动泵体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这种移动

方法更安全合理)$* &
B5讨论

B@?5注入硝普钠时垂直移动注射泵"对照组#患者发生心率

加快和血压下降的改变的原因!"’#硝普钠是一种强效’速

效血管扩张药$作用出现快$静脉滴注 ’ @$ 029 内血压即下

降$停止滴注时降压作用消失迅速))* & 本实验结果所见垂直

移动后第 ’ 029已经开始改变$$ 029 达到高峰$这种改变与

硝普钠药理作用表现相吻合$而患者的入选条件已排除其它

引起心率及血压改变的因素$所以改变的原因与硝普钠药量

的增加有直接的相关性& "$#连接延长管的注射泵垂直移动

时会出现短时间内注出量的改变)’* $两组患者回到 d#S时延

续了在手术中持续使用的药物剂量$在泵体移动前 ’% 029内

的血压’心率波动都不大$说明药物维持了较平稳的血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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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对照组病人在泵体垂直移动后即发生了血压下降’心

率加快的现象$说明了改变与垂直移动泵体有直接的相关

性$垂直移动发生后注出量短时间改变的现象是存在的$并

使硝普钠注入量较移动前明显增加而产生了患者生命体征

的改变%而实验组患者没有发生血压心率的明显改变$说明

了非垂直移动时没有注出量改变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

注入硝普钠时垂直移动注射泵是使患者生命体征产生改变

的原因&
B@A5微量注射泵持续注入硝普钠及血管活性药物的用药问

题5据 调 查 住 d#S病 房 的 患 者 微 量 泵 的 平 均 使 用 率 达

&,C(‘以上$用于注入血管活性药物者占 ),C’‘)** & 大量的

临床实践可知$救治危重症患者特别是心血管重症患者时$
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最为普遍$它对心脏和血管系统的影响

主要有 ) 个方面!即对血管紧张度的影响’对心肌收缩力的

影响"心脏变力效应#’对心脏变时效应的影响等& 以临床实

际主要作用为依据$将血管活性药物分为血管加压药’正性

肌力药和血管扩张药三类$常用的血管加压药主要有多巴

胺’多巴酚丁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苯肾上腺素’异丙

肾上腺素’血管加压素等%常用的正性肌力药物主要有多巴

酚丁胺’米力农’氨力农’洋地黄类等%常用的血管扩张药主

要有硝普钠’硝酸甘油’其它钙离子通道阻滞药’肾素/血管

紧张素系统拮抗药’交感神经阻滞药等)&* & 临床上大多数情

况下应用微量注射泵都能将单位时间内液体量及药物均匀

注入静脉内$能严格控制输液速度及保持血液中药物的有效

浓度$定时精确度高$可在 %C’’ @++C+ 03的范围内泵入药

液$流速稳定且用量少$体积小$便于移动& 根据这些性能特

点来配置静脉注入血管活性药物$药物的配置方法多以))
0:p患者体重"c:#*加入稀释液至 &% 03$泵入速度 ’ 03"7
注入药物浓度即为 ’ (:""c:+029#$或根据血管活性药物的

特点及患者能注入液体量的情况采用"%C) 0:或 %C%) 0:或

, 0:# p体重"c:#等稀释或浓缩方法调整注入药液浓度),* $
这样可以按照患者病情需要长时间地持续注入药物$维持血

流动力学的稳定& 本实验结果表明$注入硝普钠时垂直移动

注射泵是使患者生命体征产生改变的原因&
B@B5微量注射泵注入血管活性药物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以

及不良反应的处理5有调查报告显示!微量泵连续使用时间

超过 $* 7以上的占 G,C(‘$使用过程中需要移动泵体的概

率为 )$C%‘$其中因转送病人移动率为 ’+C&‘$因改变体位

移动泵体率为 ’$C&‘)** & 在平时的护理实践中发现一些危

重症患者对血管活性药物特别敏感$极微量速度的改变或极

短时间的中断即可引起血压’心率的大幅波动& 在应用微量

注射泵注入血管活性药的过程中风险事件的发生是存在的$
王玉梅报道发生的 ’$ 例的事件中静脉炎 $ 例$药液外渗致

皮肤坏死 ’ 例$+ 例低血压中 ) 例低血压性休克)G* & 段霖等

报道 ’% 例微泵注入异丙肾上腺素抢救阿/斯综合征中有 $ 例

因剂量原因引起短阵窦性心动过速)(* $原因分析为静脉回血

或堵塞后更换药液时操作处理不当所致& 因此提出微泵使

用血管活性药的注意事项为!加强巡视$防止药液外渗$及

时’快速’正确更换药液$正确处理回血)( @’%* & 庄一渝报道该

院d#S病房 & 个月内有 ’G’ 例患者需要转运$其中有持续使

用血管活性药的 && 例$所有转运患者中有不同程度的并发

症者为 ’$’ 例"G%CG‘#$其中心率改变 BX’% 次"029 者 &(
例")*‘#$BX$% 次"029者 ’$ 例"G‘#$发生严重心律失常

者 ) 例"$‘# )’’* & 故转运患者过程中注意避免注射泵体的

垂直移动是减少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的有效措施之一&
B@C5我们的循证护理结论5微量注射泵的使用中护理操作

规程应注意事项和增加新的要点!"’#在应用特殊药物时尽

可能地避免垂直移动$采用平行移动的方法更为安全%"$#
d#S患者安全目标管理中血管活性药物的观察制度和观察

程序可作进一步的修定和完善$应在其中增加观察护理新内

容$比如在使用微量注射泵持续注入过程中$需要移动注射

泵体时尽可能地避免垂直移动或使用减少垂直移动发生的

注出量改变的措施$并在移动后 $ @’% 029 内增加监测观察

患者的生命体征 ’ 次$以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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