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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完善我国极低出生体重儿静脉治疗技术体系，为其提供更合理的中心静脉血管通路装置，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相关专家

遵循循证学依据，采用最新的高质量证据，根据问题和推荐强度等级分类，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护理专业委员会在诸多领域的专

家、各级医院医生和护士中广泛收集建议，构建了此共识。旨在为新生儿科的医务人员的临床决策提供参考，确保临床相关操作规

范，并帮助管理极低出生体重儿的中心静脉血管通路装置。
关键词　极低出生体重儿；中心静脉血管通路；静脉输液；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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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 低 出 生 体 重 儿（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

ＶＬＢＷＩ）的各器官都处于未完全发育的状态，其临床

管理过 程 相 当 复 杂，需 要 采 用 多 模 式 的 综 合 治 疗。

ＶＬＢＷＩ出生后需要中长期静脉高营养代替胃肠道途

径来获得营养，输入刺激性或高渗透压药液及血管活

性药物等［１］。中长期静脉通路的局限 性 包 括 多 支、疼

痛和外 渗 风 险。在 过 去 的 几 十 年 里，长 期 静 脉 通 路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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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９０１－１９０９．

经变成执行复杂的静脉输液治疗和提升护理水平的必

备条件［２－４］。常 用 的 临 床 中 心 静 脉 血 管 通 路（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ａｃｃｅｓｓ，ＣＶＡ）包括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

管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ＰＩＣＣ）及经股静脉、颈内静脉、锁骨下静脉等深静脉置

入的中心静脉导管（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ＣＶＣ）［５］。

ＣＶＡ在ＶＬＢＷＩ的 临 床 领 域 中 已 得 到 广 泛 应 用。专

家规范了ＶＬＢＷＩ治疗过程中ＣＶＡ 的临床应用，提出

解决ＶＬＢＷＩ的ＣＶＡ 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方案。该共识

基于ＧＲＡ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体 系 评 价 相 关 证 据，结 合

我国临床现状，为我国新生儿医护专业人员制定血管

通路相关的临床决策提供指导和参考。

１　共识制定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策略

　　该项共识由血管通路学组共同创作，血管通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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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包括：护理专家１名、新生儿专科护士１名、静脉治

疗专科护士３名、护理硕士研究生２名。成员筛选标

准：１）在 实 践 工 作 中 有 丰 富 的 中 心 静 脉 通 路 装 置

（ＣＶＡＤ）经验；２）以前参与制定该主题的政策和程序；

３）在科学会议和培训课程中担任演讲者和导师；４）在

该领域的出版物和／或指南中担任作者或合著者。

　　计算机检索医脉通、中国临床指南文库、苏格兰院

际间指南网（ＳＩＧＮ）、ＢＭＪ临床证据、英国国家卫生与

临 床 优 化 研 究 所 （ＮＩＣＥ）、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ａｎｎａ　Ｂｒｉｇ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ＪＢＩ）循 证 实 践 数 据 库、

ＥＭｂａｓｅ、ＰｕｂＭｅｄ、ＭｅｄＬｉｎｅ、中 国 知 网、万 方 数 据 库

等，从ＣＶＡ的 医 疗 管 理、护 理 管 理、植 入 及 相 关 并 发

症等３个不同主题进行分组和文献检索。文献纳入标

准：１）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及观察性研究、系统评价／

Ｍｅｔａ分析、证据总结、专 家 共 识、临 床 实 践 指 南；２）语

言为中、英文。排除标准：１）无法获取全文；２）无参考

文献的报告；３）非中、英文的文献；４）未达到质量标准

的文献。中文检索词包括极低出生体重儿、脐静脉 导

管、中心静脉导管、经外周静脉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
经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导管；英文检索词包括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　ｄｅｖｉｃｅ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ＰＩＣＣ、ＣＶＣ、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ＵＶＣ。检索时 限 为 数 据 库 建 库 至２０２３年１
月３１日。每个小组分别从文献检索和证据总结、证据

评分和提出建议以及讨论建议、批准和书写文稿３个

方面进行工作。整个小组活动在８个月的时间里分４
次线下讨论，而其余的讨论和信息交换则通过线上会

议进行。

１．２　证据推荐等级标准及推荐强度标准

　　此共识根据ＧＲＡＤＥ系统，结合我国临床特点从

质量评价对纳入的证据进行分级［６］，最终形成 推 荐 意

见。在ＧＲＡＤＥ中 根 据 证 据 质 量 分 为４个 等 级（高、
中、低和 极 低），推 荐 强 度 分２个 等 级（强 推 荐、弱 推

荐）。强推荐指证据明确 干 预 措 施 弊 大 于 利 或 利 大 于

弊；相反，当 利 弊 相 当 或 利 弊 不 确 定 时 则 给 予 弱 推

荐［７－８］。

２　应用对象

　　新生儿专业医护人员。

３　推荐意见

３．１　ＣＶＡ置管适应证

　　推荐意见１：ＶＬＢＷＩ（Ｄ级证据，弱推荐）。推荐意

见２：需要长期肠外营养治疗（Ｄ级证据，弱推荐）。推

荐意见３：输注钙剂、刺激性、高渗性、细胞毒性以及血

管活性药物（Ｄ级证据，弱推荐）。根据２０２２年世界卫

生组织（ＷＨＯ）的《早产儿或低出生体重儿护理》提议，

ＶＬＢＷＩ可 能 需 要 长 期 的 肠 外 营 养 和 药 物 治 疗［９］。

２０２０年的《新生儿肠外营养》指南［１０］指出，如果新生儿

需要长期输注肠外营养液，通过外周静脉输注可能存

在血管损伤。相关研究指出，外周静脉只能短期 输 注

高浓度药物，对ＶＬＢＷＩ而言，超过６００ｍｍｏｌ／Ｌ的高

渗液体经外 周 静 脉 注 射 时 可 出 现 较 高 的 静 脉 炎 发 生

率［１１－１３］。此外，成年病人经外周静脉输注 刺 激 性 药 物

（ｐＨ＜５或ｐＨ＞９）、细胞毒性药物、钙剂及血管 活 性

药物时 常 有 剧 烈 的 烧 灼 痛 。尽 管 尚 未 检 索 到 有 关

ＶＬＢＷＩ的研究报 告，但 考 虑 到 这 些 药 物 对 血 管 损 伤

的风险，推荐使用ＣＶＣ进行输注治疗［１１，１４］。

３．２　ＶＬＢＷＩ　ＣＶＡ通道选择

３．２．１　脐静脉导管（ＵＶＣ）

　　推荐意见：推荐 ＵＶＣ保留７～１０ｄ，最 长 留 置 时

间不超过２８ｄ（Ｄ级证据，强推荐）。在急危重症新生

儿中，经脐带血管导管术经常被用于短时间的血管通

路。ＵＶＣ和脐动脉导管的导管定 植 和 感 染 的 发 生 率

相似［１５］。Ｂｕｔｌｅｒ－Ｏ′Ｈａｒａ等［１６］研 究 发 现，与 短 期 导 管

治疗比较，长期（达２８ｄ）ＵＶＣ治疗导致血管相关血流

感染（ＣＲＢＳＩ）的发生率更高，但研究的力量不足，结果

不明显。相关 研 究 表 明，ＵＶＣ和ＰＩＣＣ在 第１４天 的

感染率相似［１７］。

３．２．２　ＰＩＣＣ
　　推荐意见１：首选下肢静脉，优先选择大隐静脉（Ｂ
级证据，强推荐）。推荐意见２：次选颞浅静脉、颈外静

脉、腘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头静脉、腋静脉（Ｂ
级证据，弱推荐）。Ｌｉｏｓｓｉｓ等［１８］研究认为，使 用ＰＩＣＣ
可以避免对 ＶＬＢＷＩ反 复 静 脉 穿 刺 导 致 的 血 管 损 伤，
同时植入导管后感染风险也相对较小。Ｏｚｋｉｒａｚ等［１９］

研究证实，在 ＶＬＢＷＩ中 长 期 使 用 抗 菌 药 和 肠 外 营 养

治疗中ＰＩＣＣ是安全且有效的。相关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证实，下肢静脉导管植入可以减少ＰＩＣＣ的异位、阻塞

和感染等并发 症 的 发 生 率，并 且 降 低ＰＩＣＣ并 发 症 的

总体发生率［２０－２３］。研究发现，下肢静脉的 一 次 置 管 成

功率更高［２１－２２，２４］。选择大隐静脉实施ＰＩＣＣ一次置管

成功率高于股静脉置管，并且其堵管和感染风险更小。
因此，对低出生体重患儿来说，经大隐静脉 置 入ＰＩＣＣ
应被优先考虑。《ＰＩＣＣ临床实践指南》第３版［１１］中提

出，在实施ＰＩＣＣ置管时，如颞浅静脉、颈外静脉、腘静

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头静脉、腋静脉也是可以考

虑的。医疗人员针对患儿具体状况，应全方位评 估 不

同静脉置管的优缺点，然后做出最佳的临床决策。

·２０９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Ｊｕｎｅ，２０２４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１



３．２．３　ＣＶＣ
　　推荐意见：推荐股静脉、颈内静脉、锁骨下静脉（Ａ
级证据，强推荐）。静脉的选择受穿刺技术、相关机 械

并发症的风险、导管部位适当护理的可行性、血栓形成

和感染并发症的风险、预期中心静脉通路的留置时间

和操作者的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２５－２６］，目前没有 关

于ＶＬＢＷＩ的ＲＣＴ比较这３个血管通路部位的ＣＶＣ
放置。但在成人癌症病人的研究发现，长期置管中 导

管相关并发 症 在 经 锁 骨 下 和 颈 内 路 径 的 风 险 差 异 不

大［２７］。锁骨下置管优于股静脉置管，因为股静脉置管

具有较高 的 导 管 定 植 和 血 栓 并 发 症 的 风 险。股 静 脉

ＣＶＣ与颈 内ＣＶＣ在ＣＲＢＳＩ和 血 栓 形 成 并 发 症 方 面

没有差异，但发生机械性并发症方面股静脉ＣＶＣ相对

较少。Ｍａｒｉｋ等［２８］研究结果显示，这３个血管通路部

位的ＣＲＢＳＩ发 生 率 没 有 差 异。关 于 ＶＬＢＷＩ方 面 的

数据较少，有研究表明，锁骨下静脉插管更容易导致胸

腔积液，而颈内静脉插管的气胸风险较低，并且在出血

时更易止血［２９］。Ｗｙｌｉｅ等［３０］研究显示，与颈静脉置管

相比，新生儿股静脉和锁骨下静脉置管会增加血栓栓

塞的发生率。同样，在一项包含４　５１２例患儿 的 队 列

研究中，无论是在急诊科、新生儿监护室还是手术室置

入导管，经股静脉插管与更高感染发生率之间没有关

联［３１］。此外，Ｖｅｇｕｎｔａ等［３２］发 现，所 有 放 置 在 新 生 儿

体内的隧道导管中，经颈静脉插管的并发症和导管感

染率明显较高。

３．３　ＶＬＢＷＩ　ＣＶＡ导管尖端的合理位置

　　推荐意见１：上腔静脉或腔静脉内（Ａ级证 据；强

推荐）。推荐意见２：推荐采取体表标志估算法为脐到

乳头的距离（ｃｍ）－１作为导管插入的深度（Ｃ级证据；
弱推荐）。研究显示，相较于其他静脉，经下肢静脉 置

管，导管尖端位于下腔静脉时并发症发生率更低［３３－３５］。
《静脉治疗实践标准》［４］所述，上腔静脉插管的导管尖

端应位 于 上 腔 静 脉 下１／３与 右 心 房 交 界 处（ＣＡＪ）。
《ＰＩＣＣ临床实践 指 南》第３版［１１］推 荐，导 管 尖 端 应 位

于上腔静脉内为头部或上肢静脉插管的最佳位置。由

于病 人 体 位 和 呼 吸 的 变 化，导 管 尖 端 可 能 存 在 移

位［３６］。确认 导 管 尖 端 位 于 心 包 之 外（位 于 上 腔 静 脉

内）是防止导管过深进入心房而引发心脏压塞的重要

措施［３７－３８］。此外，Ｋｒｉｓｈｎｅｇｏｗｄａ等［３９－４１］研究中汇总了

６个ＵＶＣ插入 深 度 的 预 估 公 式，在 ＶＬＢＷＩ组 别 中，
通过体表标记法估计ＵＶＣ管深度的成功率是Ｓｈｕｋｌａ
方法的２倍。但 由 于 ＶＬＢＷＩ的 个 体 差 别 较 大，以 上

估算插入深度的方法无疑有明显的优势。医生可以根

据自身的经验以及患儿的特定情况，选择适合的公式。

此项建议作为弱推荐。

３．４　ＶＬＢＷＩ　ＣＶＡ导管尖端定位方法

　　推荐意见１：胸 部Ｘ光 定 位（Ｃ级 证 据，强 推 荐）。
推荐意见２：超声技术定位（Ｃ级证据，强推荐）。推荐

意见３：腔内 心 电 图 技 术（ＥＣＧ）定 位（Ｃ级 证 据，弱 推

荐）。推荐意见４：正侧位胸腹Ｘ线联合床边超声技术

进行定位（Ｃ－Ｂ级证据，强推荐）。传统经胸腹Ｘ线平

片定位，目前确认为导管尖端最常用的方法，显示率达

１００％，但存在射线 暴 露 的 危 害［４２－４３］。近 年 来，临 床 中

越来越多 地 使 用 ＥＣＧ 和 超 声 技 术 定 位 ＣＶＡ 尖 端。
利用超 声 技 术 可 以 实 时 监 测ＣＶＡ尖 端，同 时 降 低 了

患儿暴露于Ｘ射线的风险。研究表明，超声技术在定

位时的敏感度可达９７％～１００％，特异度高达８９．５％～
１００．０％［４３－４５］。另外，通过运用ＥＣ－ＥＣＧ来看腔内心电

图特异性Ｐ波与Ｒ波的比值，评估导线尖端的 位 置，
其准确率为８９．６％～９４．９％［４６－４９］，但此 法 受 外 部 因 素

影响较大。因此，医务人员在进行ＣＶＡ尖端定位时，
应依据各种方法的可行性来选择。采用心脏影像定位

法、椎体定位法和膈肌定位法等３种不同的解剖参考

架构，对ＵＶＣ尖 端 进 行 定 位。其 中 膈 肌 之 上０．５～
１．０ｃｍ、胸椎Ｔ８－Ｔ９水平和肺底心房影与胸椎右边缘

的交界是理想 位 置［４１］，但 在 实 际 应 用 中，普 遍 认 为 后

两种定位方法更为精准。Ｈｏｅｌｌｅｒｉｎｇ等［５０］在比较这３
种Ｘ线定位法后，认为心脏影像定位法具有最高的精

确性。由于膈肌呈现出屋檐形的解剖特征，即前 部 高

于后部，因此，在 正 位 和 侧 位 片 上 呈 现 的 形 态 是 不 同

的，因此，建议采 用 正 位 结 合 侧 位 的 方 法 进 行Ｘ线 定

位，旨在减少误诊，提高定位的准确度。此 外，导 管 尖

端的位置和深度会随着患儿手臂运动和身体位置的变

化而受到一定的影响［４，１１，５１－５３］。因此，在ＣＶＡ尖端定

位时，患儿每次体位需保持一致。众多研究证明，Ｘ线

和超声均在确定 ＵＶＣ的位置上均准确、可行，但在明

确导 管 尖 端 的 位 置 上，超 声 展 现 出 了 较 高 的 精 准

度［５４－５６］。Ｓｉｍａｎｏｖｓｋｙ等［５７］认 为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超

声还能发现管道偏移以及相关并发症。所以，本 研 究

的共识是：优先推荐在床旁使用Ｘ线和超声定位的联

合方案。

３．５　ＶＬＢＷＩ　ＣＶＡ常见并发症预防和处理

３．５．１　ＵＶＣ常见并发症预防和处理

　　推荐意见１：建 议 导 管 置 入 后 运 用 床 边 超 声 监 测

患儿胸腹腔影像，以早期探测并处理诸如肝损伤、胸腔

积液或心脏积液等胸腹部相关并发症（Ｄ级证据，强推

荐）。推荐意见２：胸 腹 腔 并 发 症 获 得 明 确 诊 断 后，应

立即取出ＵＶＣ，并进行对症处理（Ｄ级证据，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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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３：不 建 议 进 行 脐 静 脉 血 栓 检 查（Ｄ级 证 据，
强推荐）。推荐 意 见４：建 议 进 行 集 束 化 护 理，以 降 低

ＣＲＢＳＩ发生率（Ａ级证据，强推荐）。查阅相关文献证

实，与 ＵＶＣ相 关 的 肝 损 伤 并 发 症 中，肝 脓 肿、肝 实 质

液体渗漏、腹水以及肝血肿的发生例数最多，当察觉到

并发症出现时，ＵＶＣ末端已经发生移位。主要的处理

方式包括立即移除ＵＶＣ、穿刺引流、抗感染治疗、手术

干预以及跨学科的联合治疗，并进行后续 观 察。Ｐａｒｋ
等［５８］总结了２６项关于新生儿ＣＶＣ血栓的研究，总血

栓发生率为９．２％，在所有案例中，ＵＶＣ最常见的血栓

发生部位排名依次为肝门静脉、下腔静脉以及右心房，
而这些血栓 主 要 通 过 心 脏 彩 超 或 腹 部 超 声 来 进 行 确

诊。Ｄｕｂｂｉｎｋ－Ｖｅｒｈｅｉｊ等［５９］研 究 提 出 与 ＵＶＣ有 关 的

血栓临床多 见，且 常 表 现 为 无 症 状 且 能 自 我 吸 收，由

此，ＵＶＣ中的血栓不作为常规检查项目。Ｐａｙｎｅ等［６０］

评估了在ＣＶＣ患儿中实施集束化护理的有效性，观察

到总体的中央导管相关血流感染（ＣＬＡＢＳＩ）发生率在

实施集束化护理组（组成元素不尽相同）中，包括进行

相关技术培训、使用ＡＮＴＴ技术、手卫生、每日评估导

管使用情况、使用ＣＶＣ护理包、规范穿戴无菌手术服、
使用穿刺和 维 护 查 检 表 等，比 在 常 规 护 理 组 中 更 低。

Ｓｃｈｍｉｄ等［６１］发现ＣＬＡＢＳＩ发生率在执行集束化护理

后比 介 入 前 降 低，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鉴 于 ＵＶＣ是

留置在特定部 位 的ＣＶＣ，因 此，以 上 的 系 统 评 价 可 以

作为ＶＬＢＷＩ中ＵＶＣ导管相关并发症的证据。ＵＶＣ
导管尖端的移位是引发 ＵＶＣ胸腹腔并发症的首要因

素，床边超声可以有效降低患儿射线接触的概率，同时

也能对其胸腹 部 脏 器 进 行 实 时 监 测，这 在 ＵＶＣ留 置

期间有较 大 价 值。虽 然 胸 腹 腔 并 发 症 的 发 生 率 并 不

高，若一旦发生，通常预示着患儿可能面临严重的临床

风险。因此，对这些可能发生的 ＵＶＣ相关并发症，临

床医护人员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和工作经验，迅速

作出决定，同时改良集束化护理方案。

３．５．２　ＰＩＣＣ常见并发症预防和处理

　　推荐意见１：持续使用小剂量肝素，减少导管阻塞

（Ａ级证据，强 推 荐）。推 荐 意 见２：采 用 集 束 化 护 理，
以降低ＣＲＢＳＩ发生率（Ａ级证据，强推荐）。推荐意见

３：不建议常 规 使 用 肝 素 预 防ＰＩＣＣ相 关 血 栓 形 成（Ａ
级证据，强推荐）。推荐意见４：困难拔管，应避免强行

拔管，尝试局部热敷、外用扩张血管药物、导丝引导后

再次拔 管，必 要 时 导 管 取 出 可 采 用 手 术 方 案（Ｄ级 证

据，弱推荐）。有研究显示，持续注入０．５ＩＵ／（ｋｇ·ｈ）的
肝素可以降低 新 生 儿ＰＩＣＣ堵 管 的 发 生，且 无 不 良 反

应［６２－６３］。研究中加入肝素持续低剂量输注的方式大多

应用在全肠外 营 养 治 疗［６４］。有 研 究 显 示，与 ＵＶＣ预

防ＣＲＢＳＩ措施一致，应用相关集束化护理措施可有效

预防ＣＲＢＳＩ的 发 生［６５－６６］。早 产 儿 对 肝 素 具 有 独 特 的

耐药 性 和 敏 感 性［６７］，可 能 会 增 加 脑 室 内 出 血 的 风

险［６８］。Ｉｓｔａ等［６９－７０］证 实 输 注 肝 素 在 预 防 导 管 相 关 的

血栓形成中效果不明显。导管相关并发症、留置 时 长

或引起导管 体 内 断 裂 危 害 患 儿 生 命［７１］。《ＰＩＣＣ临 床

实践指南》第３版［１１］特别强调了容器越小、压强较大，
暴力拔除导管等不当操作也可能导致导管断裂。在冲

洗导管和封管的过程中应采用≥１０ｍＬ的注射器，遇阻

应立即停止冲洗导管。此外，应轻柔拔管，遇到拔管困难

则应立即停止并寻找原因，生理盐水热敷２０～３０ｍｉｎ。
若拔管仍困 难，可 间 隔 热 敷，并 再 尝 试１次 或２次 拔

管。依然无法拔管时，可考虑使用血管扩张药物 进 行

外敷处理、导管引导拔管或者手术 去 除［７２－７３］。不 可 强

行拔管，此类不当操作是造成导管断裂常见因素。

３．５．３　ＣＶＣ常见并发症预防和处理

　　推荐意见１：超声引导下置入ＣＶＣ（Ａ级证据，强

推荐）。推荐意见２：确定导管位置无误且需要进行输

液治疗的情况下，若出现血栓引起的导管堵塞时，可采

用重组组织型 纤 溶 酶 原 激 活 剂 或 尿 激 酶 进 行 溶 栓（Ｂ
级证据，强 推 荐）。推 荐 意 见３：使 用 抗 生 素 涂 层 的

ＣＶＣ导管，能大幅度降低血行感染的风险（Ａ级证据，
强推荐）。对ＶＬＢＷＩ急、危重症者而言，需要以快速、
安全、创伤 小 的 方 式 进 行ＣＶＡ置 入。超 声 引 导 方 法

比传统置管方法所需时间更少，可以为患儿争取抢救

时间［７４－７５］。Ｌｅｕｎｇ等［７６］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的ＲＣＴ，纳
入１３０例急、危 重 症 病 人 的ＣＶＣ置 入 病 例。结 果 表

明，使用超声引导插管的成功率明显高于传统插管方

法，且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也 降 低 超 过１２．０％。Ｆｒｏｅｈｌｉｃｈ
等［７７］进行了一项 针 对２１２例 儿 科 的 急 重 症 病 人 的 前

瞻性队列试验，发现使用超声引导插管的病人穿刺次

数较少，动脉误伤率低，插管时间短，这证明了超声引

导插入ＣＶＣ在儿科急重症病人中的明显优势。出现

血肿或穿刺部位出血，可以通过局部压迫处理。颈 动

脉和锁骨下动脉是动脉误伤的主要部位，如果出现误

伤应立刻拔出穿刺针并施加压力，否则可能导致血肿。
锁骨下动静脉穿刺可能引发气胸和血气胸，一旦发生，
应按照常规气胸处理方式处理。防止血气胸的主要方

法是避免选择过低的穿刺点，并确保扩皮器不要插入

太深。空气栓塞虽然罕见，但一旦出现，应立即进行紧

急处理，将患儿置左侧卧位，取头低足高，提供高浓度

吸氧，保障呼吸和循环。ＣＶＣ是新生儿血栓栓塞的常

见原因，比例超过８０％［７８］。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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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过程中的内皮损伤、血管闭塞、低血流状态、血瘀、
湍流、高黏度或高凝性、导管组成以及病人和输液器的

特点［７９－８０］。在涉及１　５９０例 的 大 型 试 验 中，随 机 将 病

人分为不使用华法林、固定剂量华法林或维持国际标

准化比值为１．５～２．０的华法林组，结果使用华法林的

病人并没有 减 少 与 导 管 相 关 的 症 状 性 血 栓［８１］。导 管

的拔除并在新部位重新置入会增加新部位导管相关性

深静脉血 栓 形 成（ＣＡ－ＤＶＴ）的 发 生 率［８２］。对 需 要 长

期导管留置、血栓影响到大量的腋静脉／锁 骨 下 静 脉、
症状出现未满２周、一般情况良好、预期存活超过１年、
出血概率较低的病人，可尝试经过导管直接溶栓的方法，
或对治疗有益［８３－８５］。Ｂａｓｋｉｎ等［８６］回顾了导管堵塞或血栓

形成的处理，对ＣＶＣ出现堵塞，尿激酶（５　０００ＩＵ／ｍＬ）比
安慰剂显得更有效。除了这项研究之外，检索数据 中

基于证据的ＣＶＣ溶栓几乎没有。Ｖａｎ等［８７］发现，有７
项研究调查了不同强度的溶栓和抗凝药物干预，用于

治疗被认为是由血栓引起的导管堵塞。尽管证据质量

不高，但尿激酶在恢复通畅性方面比安慰剂效果更明

显。Ｇｉｏｒｄａｎｏ等［８８］回顾ＣＶＣ堵塞和ＣＶＣ相 关 血 栓

管理的成人和儿科的文献，他们建议使用组织纤溶酶

原激活剂或尿激酶来解除血栓性ＣＶＣ的阻塞。对非

血栓性的导管堵塞，鉴于病因各异，消除导管阻塞所用

的药物也各不相同。在对重症儿童的ＲＣＴ中，发现与

标准导管比较，抗生素涂层的ＣＶＣ血流感染的风险明

显更 低［８９］。然 而，Ｌａｉ等［９０］针 对 成 人 病 人 进 行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表明，抗生素涂层ＣＶＣ并不能预防长期静脉

营养期间的感染。

３．６　ＶＬＢＷＩ　ＣＶＡ维护

　　推荐意见１：ＣＶＡ的维护应由专业训练的医护人

员进行（Ａ级证据，强推荐）。推 荐 意 见２：在ＣＶＡ维

护过程中确保手卫生（Ａ级证据，强推荐）。推荐意见

３：使用碘伏进行皮肤消毒，避免使用氯己定或乙醇（Ｄ
级证据，强推荐）。推荐意见４：使用２％氯己定溶液和

７０％异丙醇进行导管接口、入口及螺纹口消毒（Ｂ级证

据，强推荐）。推 荐 意 见５：含 抗 生 素 的 敷 料 不 建 议 使

用（Ｂ级证据，强推荐）。推荐意见６：建议使用透气性

良好的透明敷料；在湿润 环 境 下，需 要 尽 快 更 换（Ｂ级

证据，强推荐）。推 荐 意 见７：每 次 使 用ＣＶＡ之 前，都

需要检查导管的功能（Ａ级证据，强推荐）。推荐意见

８：使用０．９％氯化钠溶液冲管，药物包括使用前和使用

后（Ｄ级证据，强推荐）。推荐意见９：使用含１ＩＵ／ｍＬ
肝素的封管液（Ｄ级证据，强推荐）。接受过 输 液 治 疗

教育、经过 专 业 培 训 和 考 核 的 个 人 或 团 队 负 责 ＣＶＡ
维护和监测，这样可以明显降低静脉导管相关并发症

发生率［９１］。微生 物 通 过 插 入 部 位 周 围 的 皮 肤 迁 移 是

导致ＣＶＡ导 管 定 植 和 随 后 出 现 感 染 的 最 常 见 因 素。
因此，在ＣＶＡ操 作 前、中、后，适 当 的 手 部、皮 肤 和 导

管卫生对预 防 感 染 至 关 重 要。２项 系 统 评 价 显 示，使

用碘或聚维酮碘，可能会干扰甲状 腺 代 谢［９２－９３］。一 项

ＲＣＴ研究表明，对于不满３２周出生的早产儿，使用碘

伏消毒可能 引 起 甲 状 腺 激 素 水 平 升 高［９４］。由 于 碘 伏

的残存可能对新生婴儿的甲状腺功能产生隐患，因此，
建议在使用碘伏消毒并待其干燥后，用无菌的０．９％氯

化钠溶液清洁，这样可以减少碘的吸收。２％葡萄糖酸

氯己定与７０％异 丙 醇 溶 液 为 以 氯 己 定 为 基 础 的 抗 菌

溶液，被证实在成人病人中导管插入前和后续导管维

护期间清除 皮 肤 表 面 微 生 物 最 有 效 的 溶 液［９５］。儿 科

研究根据目前 的 证 据，考 虑 到 ＶＬＢＷＩ全 身 氯 己 定 吸

收和皮肤刺 激 可 能 产 生 的 副 作 用，不 建 议 在 ＶＬＢＷＩ
中使用氯己定，需更进一步和大样本的研究。导 管 接

头、端口和螺口是导管腔内污染的重要途径，应在进入

前进行消毒并无菌进入。与仅用７０％乙醇消毒比较，
在７０％异丙醇中加入２％氯己定可明显减少阳性血培

养的数量。依据２个源自美国的关于新生儿ＰＩＣＣ导

管植入的单中心的ＲＣＴ的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指出，银离

子敷料和常规的透明敷料在ＣＬＡＢＳＩ发生率上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９６－９７］。此外，来自美国的多中心、以色列和

土耳其的单中心ＲＣＴ的 Ｍｅｔａ分析证明，在使用常规

透明敷料和 含 有 氯 己 定 敷 料 之 间，ＣＬＡＢＳＩ发 病 率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５，９８－９９］。透明贴膜对查看穿刺点状态

有着 更 明 显 的 优 势，但 考 虑 到 过 于 常 规 的 替 换ＰＩＣＣ
敷料可能会引发ＶＬＢＷＩ的皮肤受损，因此，建议只在

敷料潮湿等情况下才进行更换，而不是定时更 换。按

照我国最新的静脉输液治疗行标指引，必须经导管回

抽血液以验证ＣＶＣ是否位于血管之内。静脉治疗实

践标准［１００］中也 有 说 明，为 避 免ＰＩＣＣ堵 塞，在 每 次 输

液之前，推荐使用０．９％氯化钠溶液冲洗导管，同时抽

回血，目的是 检 查 导 管 的 功 能 并 预 防 并 发 症 的 发 生。
应对接口进行消毒后，再对导管进行冲封管。使 用 浓

度为１ＩＵ／ｍＬ的肝素溶液可有效避 免 早 产 儿 中 心 静

脉通道阻塞的发生。鉴于新生儿，特别是早产儿 的 凝

血功能还未完全发育，推荐使用１ＩＵ／ｍＬ的肝素溶液

进行管道封闭，确保其安全无忧。

３．７　ＶＬＢＷＩ　ＣＶＡ的取出

　　推荐意见１：条件允许下应尽早拔除导管（Ｄ级证

据，强推荐）。推 荐 意 见２：在 高 度 怀 疑 或 者 明 确 发 生

ＣＬＡＢＳＩ的情况下移 除 导 管，并 进 行 导 管 尖 端 的 培 养

（Ｄ级证据，强推荐）。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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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ＤＣ）建 议 在 无 须 进 一 步 使 用

ＵＶＣ的情况下应及时移除，在进行严格无菌管理情况

下，导 管 可 以 使 用 到２周［１５］。因 此，移 除 其 他 类 型

ＣＶＡ之后ＰＩＣＣ可 作 为 较 好 的 替 代 选 择。依 据 我 国

《实用新生儿学》，ＣＶＡ留置超过２周会明显增加感染

风险［３４］。ＣＤＣ将ＣＶＣ　４８ｈ内发生的血流感染，且与

其他部位感染无关，称之为原发性血流感染。在国内，
主要遵循的是中国医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的诊断

分级标准，在 国 际 上，多 数 参 照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安 全 和

ＣＤＣ的指南建议。最新版《静脉治疗实践标准》和《输

液导管相关静脉血栓形成中国专家意见》［９２］中都明确

提到，在高度怀疑或已确诊ＣＶＣ相关血流感染和其他

严重并发症时应尽快拔除导管。

４　小结

　　ＣＶＣ广泛运用于新生儿科，尤其在对危重新生儿

以及ＶＬＢＷＩ的救治中起到积极作用。相对于普通外

周静脉留置时间较短的状况，ＣＶＣ大大降低了静脉穿

刺的频率，减 少 患 儿 的 创 伤。规 范 的ＣＶＡ操 作 和 管

理可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此共识基于能获取的资 料，
按照ＧＲＡＤＥ分级对证据进行级别划分，并经过专家

审查后得出，以期为相关医护人员提供具有临床指导

意见。预期每５年对此共识进行１次更新，在共识中

的推荐意见因新的证据出现利弊方向发生相反或有新

的干预方案出现时，我们将会考虑更新共识。在检 索

到新的证据后，将征求专家的意见以及使用者的反馈，
从而制定新的共识决策推荐项。本次共识整合了国际

血管联盟中国分部护理专业委员会的专家意见，是我

国ＶＬＢＷＩ　ＣＶＡ导管管理的首次共识，具有一定局限

性：未 将ＣＶＡ操 作 过 程 中 患 儿 发 生 病 情 变 化 时 如 何

处理；相关操作人员资质问题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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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证据质量评 价———发 表 偏 倚［Ｊ］．中 国 循 证 医 学 杂 志，２０１１，１１
（１２）：１４３０－１４３４．

［９］　ＡＮＯＮ．ＷＨＯ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ｏｒ　ｌｏｗ－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Ｒ］．Ｇｅｎｅｖａ：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１．

［１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２－２６）［２０２３－１１－１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ｃｅ．ｏｒｇ．ｕｋ／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ｎｇ１５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ｄｆ－６６１４１８４０２８３３３３．

［１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Ｎｕｒｓｅ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１１－１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７］．ｈｔｔｐ：／／ｈｕｍｍｉｎｇｂｉｒｄｍｅｄ．ｃｏｍ／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ＮＡＮＮ１５＿ＰＩＣＣ＿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１２］　ＧＡＺＩＴＵＡ　Ｒ，ＷＩＬＳＯＮ　Ｋ，ＢＩＳＴＲＩＡＮ　Ｂ　Ｒ，ｅｔ　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ｖｅｉ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Ｊ］．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１９７９，１１４（８）：８９７－９００．

［１３］　ＫＵＷＡＨＡＲＡ　Ｔ，ＡＳＡＮＡＭＩ　Ｓ，ＴＡＭＵＲＡ　Ｔ，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Ｈ　ａｎｄ　ｏｓｍｏｌ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ｐｈｌｅｂｉ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８，２３（１）：７７－８５．

［１４］　ＢＯＵＬＬＡＴＡ　Ｊ　Ｉ，ＧＩＬＢＥＲＴ　Ｋ，ＳＡＣＫＳ　Ｇ，ｅｔ　ａｌ．Ａ．Ｓ．Ｐ．Ｅ．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ｏｒｄ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０９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Ｊｕｎｅ，２０２４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１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Ｊ］．ＪＰ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３８（３）：３３４－３７７．

［１５］　Ｏ′ＧＲＡＤＹ　Ｎ　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ＢＵＲＮＳ　Ｌ　Ａ，ｅｔ　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１，５２（９）：ｅ１６２－
ｅ１９３．

［１６］　ＢＵＴＬＥＲ－Ｏ′ＨＡＲＡ　Ｍ，ＢＵＺＺＡＲＤ　Ｃ　Ｊ，ＲＥＵＢＥＮＳ　Ｌ，ｅｔ　ａｌ．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ｕｓｅ　ｏｆ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２５１ｇｒａｍｓ［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６，１１８（１）：

ｅ２５－ｅ３５．
［１７］　ＡＲＮＴＳ　Ｉ　Ｊ　Ｊ，ＢＵＬＬＥＮＳ　Ｌ　Ｍ，ＧＲＯＥＮＥＷＯＵＤ　Ｊ　Ｍ　Ｍ，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２０１４，

４３（２）：２０５－２１５．
［１８］　ＬＩＯＳＳＩＳ　Ｇ，ＢＡＲＤＩＮ　Ｃ，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ａ　ｃｏｈ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ｓ＜１　０００ｇ［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Ｆｅｔａｌ　＆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３，１３（３）：１７１－１７４．

［１９］　ＯＺＫＩＲＡＺ　Ｓ，ＧＯＫＭＥＮ　Ｚ，ＡＮＵＫ　Ｄ，ｅｔ　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３，１４（４）：３２０－３２４．

［２０］　ＣＨＥＮ　Ｈ　Ｘ，ＺＨＡＮＧ　Ｘ　Ｘ，ＷＡ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ｐｌａｃｅ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ｓ：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２０２０，５６：１０２７５３．

［２１］　陈秀文，周乐山，谭 彦 娟，等．新 生 儿 上 肢 静 脉 与 下 肢 静 脉ＰＩＣＣ
置管效果 比 较 的 Ｍｅｔａ分 析［Ｊ］．中 国 当 代 儿 科 杂 志，２０１９，２１
（１２）：１１６４－１１７１．

［２２］　付贞艳，权明桃，陈 开 永，等．新 生 儿 不 同 静 脉 置 入ＰＩＣＣ效 果 的

Ｍｅｔａ分析［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２０，３５（３）：２１８－２２５．
［２３］　陈秀文，周乐山，谭彦娟，等．基于ＡＣＥ　Ｓｔａｒ循证模式选择新生儿

经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置管部位［Ｊ］．中南大学学报（医

学版），２０２０，４５（９）：１０８２－１０８８．
［２４］　儿童静脉输液治疗临床实践循证指南工作组．儿童静脉输液治疗

临床实践循证指南［Ｊ］．中国循证儿科杂志，２０２１，１６（１）：１－４２．
［２５］　ＰＩＴＴＩＲＵＴＩ　Ｍ，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Ｈ，ＢＩＦＦＩ　Ｒ，ｅｔ　ａｌ．ＥＳＰＥ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ａｃｃｅｓｓ，ｃａ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２８（４）：３６５－３７７．

［２６］　ＣＯＳＴＥＬＬＯ　Ｊ　Ｍ，ＣＬＡＰＰＥＲ　Ｔ　Ｃ，ＷＹＰＩＪ　Ｄ．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３，１４（３）：２７３－２８３．

［２７］　ＧＥ　Ｘ　Ｌ，ＣＡＶＡＬＬＡＺＺＩ　Ｒ，ＬＩ　Ｃ　Ｂ，ｅｔ　ａｌ．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３）：ＣＤ００４０８４．
［２８］　ＭＡＲＩＫ　Ｐ　Ｅ，ＦＬＥＭＭＥＲ　Ｍ，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Ｗ．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ｓｕｂｃｌａｖ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ｊｕｇｕｌａｒ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４０（８）：２４７９－２４８５．

［２９］　ＭＡＬＥ　Ｃ，ＪＵＬＩＡＮ　Ｊ　Ａ，ＭＡＳＳＩＣＯＴＴＥ　Ｐ，ｅｔ　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ｌｉｎ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ａ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２００５，９４（３）：５１６－５２１．

［３０］　ＷＹＬＩＥ　Ｍ　Ｃ，ＧＲＡＨＡＭ　Ｄ　Ａ，ＰＯＴＴＥＲ－ＢＹＮＯＥ　Ｇ，ｅｔ　ａｌ．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ｓ［Ｊ］．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１（１０）：１０４９－１０５６．

［３１］　ＲＥＹＥＳ　Ｊ　Ａ，ＨＡＢＡＳＨ　Ｍ　Ｌ，ＴＡＹＬＯＲ　Ｒ　Ｐ．Ｆｅｍｏｒ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２，４０（１）：４３－４７．

［３２］　ＶＥＧＵＮＴＡ　Ｒ　Ｋ，ＬＯＥＴＨＥＮ　Ｐ，ＷＡＬＬＡＣＥ　Ｌ　Ｊ，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ｌｙ　ｐｌａｃｅ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ｎｅｃｋ　ｖｓ　ｇｒｏｉｎ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０５，４０（１）：４７－５１．

［３３］　ＲＡＣＡＤＩＯ　Ｊ　Ｍ，ＤＯＥＬＬＭＡＮ　Ｄ　Ａ，ＪＯＨＮＳＯＮ　Ｎ　Ｄ，ｅｔ　ａｌ．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ｔｉｐ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１，１０７（２）：

Ｅ２８．
［３４］　邵肖梅，叶鸿瑁，丘小汕．实用新生儿学［Ｍ］．５版．北京：人民 卫 生

出版社，２０１９：１．
［３５］　ＶＥＳＥＬＹ　Ｔ　Ｍ．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ｔｉ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１４（５）：５２７－５３４．
［３６］　ＫＯＬＡＣ̌ＥＫ　Ｓ，ＰＵＮＴＩＳ　Ｊ　Ｗ　Ｌ，ＨＯＪＳＡＫ　Ｉ，ｅｔ　ａｌ．ＥＳＰＧＨＡＮ／

ＥＳＰＥＮ／ＥＳＰＲ／ＣＳＰＥ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ｖｅｎｏｕｓ　ａｃｃｅｓｓ［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３７（６）：２３７９－
２３９１．

［３７］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Ｋ，ＢＲＥＩＴＭＥＩＥＲ　Ｄ，ＰＡＮＮＩＮＧ　Ｂ，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ａｒｉｎａ　ａｓ　ａ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６，１６５（４）：

２６４－２６６．
［３８］　ＳＨＥＴＡ　Ａ，ＫＡＭＡＬＵＤＤＥＥＮ　Ｍ，ＳＯＲＡＩＳＨＡＭ　Ａ　Ｓ．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４０（４）：５６７－５７２．

［３９］　ＫＲＩＳＨＮＥＧＯＷＤＡ　Ｓ，ＴＨＡＮＤＡＶＥＳＨＷＡＲ　Ｄ，ＭＡＨＡＤＥＶＡＳＷＡＭＹ　Ｍ，

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ＪＳ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ｈｕｋｌａ′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ｏｒ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Ｊ］．Ｉｎｄｉａ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９，５６（３）：１９９－２０１．

［４０］　ＫＩＥＲＡＮ　Ｅ　Ａ，ＬＡＦＦＡＮ　Ｅ　Ｅ，Ｏ′ＤＯＮＮＥＬＬ　Ｃ　Ｐ　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ｎｅｗｂｏｒ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ｒ　ｂｏｄ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Ｆ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１０１（１）：Ｆ１０－Ｆ１５．

［４１］　ＭＯＴＺ　Ｐ，ＶＯＮ　ＳＡＩＮＴ　ＡＮＤＲＥ　ＶＯＮ　ＡＲＮＩＭ　Ａ，ＩＹＥＲ　Ｒ　Ｓ，

ｅｔ　ａｌ．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ａｒ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４７（９）：９９１－９９６．

［４２］　ＴＥＬＡＮＧ　Ｎ，ＳＨＡＲＭＡ　Ｄ，ＰＲＡＴＡＰ　Ｏ　Ｔ，ｅｔ　ａｌ．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ｉ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ａ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Ｊ］．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１４５（３）：３７３－３７６．

［４３］　任晓玲，陈亚娟，刘敬，等．超 声 监 测 在 新 生 儿 经 皮 外 周 静 脉 置 入

中心静脉导管尖端 定 位 中 的 应 用［Ｊ］．中 华 实 用 儿 科 临 床 杂 志，

２０１９，３４（１８）：１３９８－１４０１．
［４４］　ＲＥＮ　Ｘ　Ｌ，ＬＩ　Ｈ　Ｌ，ＬＩＵ　Ｊ，ｅｔ　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ｔｏ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ｔｉ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３８（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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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４５］　ＫＡＤＩＶＡＲ　Ｍ，ＭＯＳＡＹＥＢＩ　Ｚ，ＧＨＡＥＭＩ　Ｏ，ｅｔ　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ｐ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ＩＣＵ［Ｊ］．Ｉｒａｎ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２０，３０（６）：ｅ１０８４１６．

［４６］　刘玲，周星，朱丽波，等．静 脉 内 心 电 图 引 导 经 外 周 中 心 静 脉 置 管

导管尖端定位技术在早产儿的临床应用［Ｊ］．中华新生儿科杂志，

２０１８，３３（６）：４５０－４５２．
［４７］　王婷，朱丽波．腔内 心 电 图 技 术 定 位 新 生 儿ＰＩＣＣ尖 端 位 置 的 临

床应用［Ｊ］．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８，１１（７）：１６９－１７０．
［４８］　ＬＩＮＧ　Ｑ　Ｙ，ＣＨＥＮ　Ｈ，ＴＡＮＧ　Ｍ，ｅｔ　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ａｖｉ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２０１９，３３（１）：８９－９５．

［４９］　ＸＩＡＯ　Ａ　Ｑ，ＳＵＮ　Ｊ，ＺＨＵ　Ｌ　Ｈ，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ａｖｉ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ｇｕｉｄｅ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ｔｉ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ｉｎｆａｎｔｓ：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ｐ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２０２０，１７９（３）：４３９－４４６．
［５０］　ＨＯＥＬＬＥＲＩＮＧ　Ａ　Ｂ，ＫＯＯＲＴＳ　Ｐ　Ｊ，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　Ｄ　Ｗ，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ｔｉ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１５（１）：

５６－６１．
［５１］　ＤＵＢＢＩＮＫ－ＶＥＲＨＥＩＪ　Ｇ　Ｈ，ＶＩＳＳＥＲ　Ｒ，ＴＡＮ　Ｒ　Ｎ　Ｇ　Ｂ，ｅｔ　ａｌ．

Ｉｎａｄｖｅｒｔｅｎ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ｏｆｔｅ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Ｎｅｏｎ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１１５（３）：２０５－２１０．

［５２］　ＺＡＧＨＬＯＵＬ　Ｎ，ＷＡＴＫＩＮＳ　Ｌ，ＣＨＯＩ－ＲＯＳＥＮ　Ｊ，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ｎ　ｌｏｃ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ｌｉｎｅ　ｔｉ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９，１７８（２）：１７３－１７９．
［５３］　ＦＲＡＮＴＡ　Ｊ，ＨＡＲＡＢＯＲ　Ａ，ＳＯＲＡＩＳＨＡＭ　Ａ　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Ｆ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０２（３）：Ｆ２５１－Ｆ２５５．

［５４］　ＫＡＲＢＥＲ　Ｂ　Ｃ　Ｆ，ＮＩＥＬＳＥＮ　Ｊ　Ｃ，ＢＡＬＳＡＭ　Ｄ，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ｔｉｐ　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７，１０
（１）：５５－６１．

［５５］　ＨＡＲＡＢＯＲ　Ａ，ＳＯＲＡＩＳＨＡＭ　Ａ．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ａｒｄｉａｃ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３３（９）：１５５７－１５６１．

［５６］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ＢＲＥＶＡＵＴ－ＭＡＬＡＴＹ　Ｖ，ＰＡＳＱＵＡＬＩ　Ｒ，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Ｘ－ｒａｙ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Ｊ］．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８３（６）：７０５－
７０９．

［５７］　ＳＩＭＡＮＯＶＳＫＹ　Ｎ，ＯＦＥＫ－ＳＨＬＯＭＡＩ　Ｎ，ＲＯＺＯＶＳＫＹ　Ｋ，ｅｔ　ａｌ．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１（９）：１８８２－１８８６．

［５８］　ＰＡＲＫ　Ｃ　Ｋ，ＰＡＥＳ　Ｂ　Ａ，ＮＡＧＥＬ　Ｋ，ｅｔ　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Ｊ］．Ｂｌｏｏｄ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４，２５（２）：９７－１０６．

［５９］　ＤＵＢＢＩＮＫ－ＶＥＲＨＥＩＪ　Ｇ　Ｈ，ＶＩＳＳＥＲ　Ｒ，ＲＯＥＳＴ　Ａ　Ａ，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ｉ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Ｆ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０５（３）：２９９－３０３．

［６０］　ＰＡＹＮＥ　Ｖ，ＨＡＬＬ　Ｍ，ＰＲＩＥＴＯ　Ｊ，ｅｔ　ａｌ．Ｃａｒ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ｕｎｉ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Ｆ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０３（５）：

Ｆ４２２－Ｆ４２９．
［６１］　ＳＣＨＭＩＤ　Ｓ，ＧＥＦＦＥＲＳ　Ｃ，ＷＡＧＥＮＰＦＥＩＬ　Ｇ，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Ｊ］．ＧＭＳ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８，１３：Ｄｏｃ１０．
［６２］　ＵＳＬＵ　Ｓ，ＯＺＤＥＭＩＲ　Ｈ，ＣＯＭＥＲＴ　Ｓ，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ｏ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７９４－７９９．
［６３］　ＳＨＡＨ　Ｐ　Ｓ，ＫＡＬＹＮ　Ａ，ＳＡＴＯＤＩＡ　Ｐ，ｅｔ　ａｌ．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ｐｌａｃｅｄ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ＰＣＶＣｓ）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ｔｈｅ　ＨＩＰ（ｈｅｐａｒｉｎ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ＣＶＣ）ｓｔｕｄｙ［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１９（１）：ｅ２８４－ｅ２９１．

［６４］　ＢＩＲＣＨ　Ｐ，ＯＧＤＥＮ　Ｓ，ＨＥＷＳＯＮ　Ｍ．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ｓｅｐｓ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ｌｏｎｇ　ｌｉｎｅｓ：ｔｈｅ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ｉｎ　Ｌｏｎｇ　Ｌｉｎ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ＨＩＬＬＴＯＰ）ｔｒｉａｌ［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Ｆ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９５（４）：

Ｆ２５２－Ｆ２５７．
［６５］　唐军，熊英．肝素预防新生 儿 经 外 周 中 心 静 脉 置 管 相 关 感 染 的 回

顾性研究［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０（９）：１０２３－１０２６．
［６６］　ＵＬＬＭＡＮ　Ａ　Ｊ，ＣＯＯＫＥ　Ｍ　Ｌ，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Ｍ，ｅｔ　ａｌ．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ＣＶＣ）［Ｊ］．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９）：

ＣＤ０１０３６７．
［６７］　ＬＥＳＫＯ　Ｓ　Ｍ，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　Ａ，ＥＰＳＴＥＩＮ　Ｍ　Ｆ，ｅｔ　ａｌ．Ｈｅｐａｒｉｎ

ｕｓｅ　ａ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ｉｎ　ｌｏｗ－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９８６，

３１４（１８）：１１５６－１１６０．
［６８］　ＳＨＡＨ　Ｐ　Ｓ，ＳＨＡＨ　Ｖ　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ｐｌａｃｅｄ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Ｊ］．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８（２）：ＣＤ００２７７２．

［６９］　ＩＳＴＡ　Ｅ，ＶＡＮ　ＤＥＲ　ＨＯＶＥＮ　Ｂ，ＫＯＲＮＥＬＩＳＳＥ　Ｒ　Ｆ，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ａｇｅ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６，１６（６）：７２４－７３４．

［７０］　ＶＩＥＩＲＡ　Ａ，ＢＥＲＲＹ　Ｌ，ＯＦＯＳＵ　Ｆ，ｅｔ　ａｌ．Ｈｅｐａｒ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ｏｎａｔｅ：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Ｊ］．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１，６３（１）：８５－９８．
［７１］　ＣＨＯＷ　Ｌ　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Ｊ　Ｎ，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Ｃ，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ＩＣ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３，１４２（２）：１４１－１４４．

［７２］　ＭＩＡＬＬ　Ｌ　Ｓ，ＤＡＳ　Ａ，ＢＲＯＷＮＬＥＥ　Ｋ　Ｇ，ｅｔ　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ｙｓｔｉｃ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Ｅｉｇｈ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２００１，

２４（５）：２９７－３００．
［７３］　ＳＨＡＲＰＥ　Ｅ　Ｌ，ＲＯＩＧ　Ｊ　Ｃ．Ａ　ｎｏｖｅ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ａ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ＰＩＣＣ）［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２（１）：７０－７１．

［７４］　兰永怀，程永涛，郑冰，等．超 声 引 导 下 深 静 脉 置 管 在 急 诊 中 的 应

·８０９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Ｊｕｎｅ，２０２４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１



用效果［Ｊ］．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８，３（３）：４８－４９．
［７５］　ＰＥＲＢＥＴ　Ｓ，ＰＥＲＥＩＲＡ　Ｂ，ＧＲＩＭＡＬＤＩ　Ｆ，ｅｔ　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ｂｃｌａｖ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Ｔ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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