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5 次给予 
l.2.3 喂饲护理 喂饲时将患者头部偏向健侧
80 ~90  以扩大健侧咽部 便于患者配合吞咽动作
将食物由健侧送入 喂饲后用温水漱口或用消毒棉
球擦拭口腔 以防止继发口腔真菌感染 
2 结果

本组 58 例患者在精心治疗 精心护理的基础
上 通过加强心理及饮食的护理 吞咽障碍均得到一
定程度的缓解或恢复 无一例患者出现腹泻 营养不
良以及口腔真菌感染等并发症 经过 30 ~50 c 的
治疗护理 全部患者均好转出院或转入康复科治疗 
无死亡病例或严重并发症发生 
3 讨论

脑卒中是脑血管疾病中常见多发的疾病 往往
会存在诸多功能障碍 对患者的正常生活产生极大
的影响 患者卧床治疗的过程可能会出现吸入性肺
炎 压疮 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这对疾病的预后十
分不利 4  所以一方面需预防一系列的并发症以
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 另一方面亦需改善患者存在

的功能障碍 神经源性吞咽障碍在脑卒中患者中较
为常见 如何在做好常规治疗护理的基础上 确保患
者的饮食营养供给是护理工作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组通过对 58例脑卒中后出现神经源性吞咽障碍患
者通过加强饮食护理 使全部患者的吞咽障碍都得到
改善 均未发生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并发症和后遗
症 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全组经过 30 ~50 c
的治疗护理后 均好转出院或转入康复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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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讨

重度造影剂渗漏 5 例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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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重度造影剂渗漏患者的护理问题 方法 对重度造影剂渗漏患者使用 50%硫酸镁
+2%利多卡因+冰块冷敷 患肢抬高 制动 24 h 后用 50%硫酸镁热敷 用红外线照射 同时做好患者和家
属的心理护理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结果 本组 5 例患者中 除 l 例不能完成扫描检查外 其余 4 例患者都能
经过及时处理后顺利完成扫描检查 未造成不良后果 结论 对重度造影剂渗漏患者用 50%硫酸镁+2%利
多卡因+冰块冷热敷 同时用红外线照射能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效果好 
  "关键词# 造影剂  渗漏  重度  护理体会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l674 -3806$20l3%03 -0268 -02
  coi&l0.3969/j.issn.l674 -3806.20l3.03.32

  随着CT的广泛临床应用 CT增强扫描已成为
对腹部病变定性定位检查的首选 但在应用 CT检
查过程中 造影剂渗漏偶有发生 根据患者肢体肿
胀和血运情况将渗漏分为轻度 中度 重度渗漏 l  
现将我院 2000-0l ~20ll-0l 发生造影剂重度渗漏 5
例患者的护理体会进行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 5 例病例均为男性 年龄 38 ~
60 岁 平均年龄 49 岁 有 3 例肝癌 l 例壶腹部癌 l
例小肠间质瘤 均作上腹部增强三期扫描 选择上
臂肘关节处作静脉穿刺 注射液为每 l mI含 320 mg
碘的碘海醇 l00 mI  静脉穿刺成功后先预注 l0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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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连接高压注射器进行高压注射O 5 例中均在注射
70 ~90 ml后发生手臂肿胀,注射部位有明显肿胀~
疼痛,直径 >5 cm,l 例肿胀范围超过肘关节,患肢
青紫;l 例患肢手背血运差~苍白,肿胀部位成树枝
状肿大O
1.2 处理方法 发生渗漏后立即停止注射并拔出
针头,即刻用 50%硫酸镁 +2%利多卡因 +冰块冷
敷,患肢抬高,制动,24 h 后用 50%硫酸镁热敷,同
时用红外线照射O
1.3 护理措施 (lD发生渗漏后,立即停止注射,
拔出针头,按压注射部位 5 ~6 min,直至按压部位不
出血为止O (2D渗漏部位垫 3 ~4 层纱布湿敷,防止
冰块直接接触皮肤,引起冻伤,热敷时温度适宜,严
防烫伤O (3D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给予解释安慰,
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O (4D密切观察渗漏部位皮肤
的变化,如温度是否升高~颜色是否异常以及有无淤
血等O (5D患肢制动~抬高,渗漏患肢 l 周内严禁静
脉穿刺O
2 结果

48 h后手臂肿胀部位明显吸收消退,72 ~96 h
后完全吸收O 5 例患者中,除 l 例不能完成扫描检
查外,其余 4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扫描,经过及时处理
均未造成严重后果O
3 讨论
3.1 造影剂发生渗漏的原因 (lDCT增强扫描
时,由于高压注射器压力大~速度快,造影剂粘稠度
大~渗透压高,易致造影剂外渗;(2D长期放化疗患
者,血管弹性差~细硬~脆性增加,注射液容易外渗;
(3D患者体型肥胖,血管显露不明显,影响穿刺;(4D

注射人员技术不熟练O 本组 5 例患者均为以上原因
所致,其中有 2 例为恶性肿瘤患者,由于其反复输液
及输注刺激性的化疗药物使血管弹性降低,脆性增
加,血管变细变硬,快速输注高压造影剂造成渗漏;l
例肥胖患者因血管细小,不显露,高压注射发生渗
漏;l 例年轻患者对疼痛的耐受力弱,注射时不大配
合发生渗漏;l 例为针头斜面露出血管外发生渗漏O
3.2 药物作用原理 50%硫酸镁湿敷主要是利用
其高渗作用促使局部组织水肿在短时间内消退,从
而减轻水肿对局部组织的损伤 2] O Mg2+~SO4

2 -均

为强极性物质,且有良好的穿透性,可以通过皮肤渗
入皮下组织及血管,Mg2+通过阻滞细胞外Ca2+内流
等机制而使血管扩张,使局部血流加速,促进造影剂
吸收O Mg2+可降低神经细胞的兴奋性,起到镇痛作
用 3] O 但单纯硫酸镁湿敷对中~重度造影剂渗漏效
果较差,起效时间长O 2%的利多卡因具有局部麻
痹~快速止痛和消肿作用,冷敷可使血管收缩,减轻
局部水肿和药物的扩散,使神经末梢敏感性降低而
减轻疼痛O 红外线理疗能改善血液循环,起杀菌~抑
菌和快速消肿作用O 本组 5 例均经及时处理未发现
组织坏死病例,也未发现有后遗症表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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