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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盲穿”到电磁导航
静脉穿刺置管实现“三级跳”

盛夏三伏天如何防治心血管病
每到盛夏，心血管疾病就进入了高发季

节。特别是三伏天（今年7月15日入伏），气温
过高，空气中湿度高，气压偏低，含氧量降低，
易导致人体缺血、缺氧，加重心脏负担；夏季出
汗较多，如不能及时补充水分，会导致血液黏
稠度增加，血流减慢，容易形成血栓，从而诱发
心血管疾病。对于心血管病患者来说，三伏天
里防治心血管病更不能放松警惕。如何有效预
防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妨试试以下建议，对
于维护人体心血管健康很有帮助。

“冬病夏治”是我国中医药

治疗中的特色疗法，来源于《黄

帝内经 ·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

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

其根”的养生理论，即顺应自然

界的生化特性进行养生，是中

医学“天人相应”的养生思想与

“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的具

体运用。

所谓“冬病”，是指好发于

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疾病，这

类疾病往往具有反复发作、冬

重夏轻的特点；“夏治”是指在

夏季尤其是三伏天自然界阳气

旺盛之时，借势进行温中散寒

或补虚助阳，以增强机体的抗

病能力，从而预防或减少冬季

再次患病。冬病夏治应在专

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适宜病

种主要有呼吸系统疾病、消化

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妇科

疾病、皮肤疾病，以及体质调

理等。

冬病夏治的具体方法多种

多样，常用方法如下：

■ 中药内服与食疗 中

医师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并考虑个体的基础疾病、体质

差异等因素，辨证施治，运用中

药汤剂、中药代茶饮、中成药等

多种方式，或指导患者进行药

膳食疗，从而达到补虚扶正、抗

御外邪的效果。在饮食上，夏季应以清

淡、易消化食物为主，忌生冷油腻。对于

反复患呼吸道疾病的人群，可多食生姜、

白扁豆等；对于易患消化道疾病的人群，

可多食莲子、芡实、干姜等。

■穴位贴敷（三伏贴） 将中药药

粉按照一定比例调制成药饼，贴敷在相

应穴位处，起到温阳散寒、调和气血、健

运脾胃、滑利关节等功效。由于三伏天

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间段，此时腠理

开泄，气血相对旺盛，是驱散内伏寒邪的

最好时机，故多在三伏天进行穴位贴敷，

因此得名“三伏贴”。此时药物最容易渗

入穴位、经络，通过经络气血流通直达病

所，对体内阴寒凝滞的患者，治疗效果尤

为显著。

■ 三伏灸 通过艾叶的药物作用

与灸火的热力，对穴位进行温热刺激，从

而达到温经通络、散寒化湿的功效。同

时对于身体瘦弱、既往易感冒或者反复

感冒后阳气受损的人群，艾灸疗法又可

以激发经络之气以增强免疫力，帮助抵

抗病邪的侵扰。三伏天艾灸多采用督脉

灸，督脉为人体“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

阳气。治疗时沿着督脉循行路线均匀铺

上姜泥，再在其表面铺上艾绒，通过热力

渗透，通达经络，从而补充身体的阳气，

调理脏腑功能。

■穴位埋线 将可吸收线埋置入穴

位，对穴位产生持续、柔和的刺激作用，从

而疏通经络、调和阴阳。尤其是对于阳虚

体质、痰湿体质的肥胖人群，以及寒凝血

瘀的痛经患者，在夏季进行穴位埋线治

疗，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药泡洗 除内服中药外，一些

骨关节疾病如腰腿疼痛、关节冷痛，或一

些皮肤疾病如冻疮、皮肤皲裂、荨麻疹

等，可通过中药外用进行治疗。大多使

用具有温阳散寒、行气化瘀等功效的药

物，对患处进行熏洗或泡洗，从而达到温

通经络、滑利关节、荣养肌肤等功效。

梁嘉玲（主治医师）胡军（副主任医
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中医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护理学技术的传统边界

正在被打破，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诊断、治

疗、护理的准确率，还改善了医疗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

静脉穿刺输液治疗是临床护士的“看家本

领”。静脉穿刺分为浅静脉穿刺和深静脉穿

刺。浅静脉穿刺就是将静脉穿刺针刺入手背、

前臂、足背、踝部等浅表静脉中并置管，主要用

于静脉输液和抽血化验，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深静脉穿刺往往用于急诊、急救病人等，

一般选择患者的右侧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

和股静脉穿刺置管，适用于外周静脉硬化、穿

刺较困难、长期需肠外营养的患者，进行手术

的危重患者，采血较困难的患者的紧急处理和

急需长期测定中心静脉压的患者。

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英文简

称PICC）为需要长期输液或化疗的患者建立

了“生命通道”。PICC是指通过贵要静脉、肘

正中静脉、头静脉等外周静脉将导管通过腋

静脉、锁骨下静脉、无名静脉置入到上腔静脉

的中下1/3和右心房交界位置，进行输液治疗

的深静脉置管技术。由于PICC导管尖端定

位于上腔静脉，输注的药物可以直接流入比

较粗的上腔静脉中，一方面可以避免化疗药

物或是高浓度的营养液与手臂比较细的静脉

直接接触，另一方面由于大静脉的血流速度

很快，可以迅速冲稀药物，防止机械性静脉

炎、血管相关性感染和血栓形成等并发症。

因PICC导管留置时间长，并发症较少，维护

方便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目的在于建

立静脉输液通道，保证患者治疗与抢救，有效

保护外周血管。

传统的PICC穿刺置管术俗称“盲穿”，是

在穿刺前体表测量导管置入长度，穿刺后通过

胸部X片判断导管尖端位置。由于个体差异、

血管畸形、长期输液治疗等因素导致“盲穿”成

功率低，且容易导致神经损害、出血、机械性静

脉炎等并发症，患者可能还需要二次、三次穿

刺，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为了解决“盲穿”难题，经超声引导下

PICC置管技术很快被引入临床护理工作中。

血管超声可以直观地显示上臂血管的解剖结

构，包括上肢静脉变异、内膜、管腔内回声等情

况，以及静脉管腔内有无血栓、静脉瓣功能、血

管直径等对PICC置管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经超声引导下PICC置管技术成为临床上PICC

置管的“金标准”，从“盲穿”到超声可视化，实

现了PICC置管技术第一次革新。腔内心电图

的广泛应用为PICC尖端定位带来了第二次革

新，但要达到理想的尖端位置，准确定位仍面

临挑战。3CG电磁导航尖端定位系统是以电

磁导航系统为基础联合腔内心电图定位导管

尖端位置的技术，与传统的腔内心电图定位法

相比，显著提高了PICC尖端定位的精准性，将

中央静脉输液治疗技术带入“心动视界”，解决

了PICC导管尖端异位调管的难题，减少了护

理人员和患者的放射性损害。

市北医院从2011年开始进行PICC置管术

并开展PICC专科门诊，PICC置管静脉穿刺已

实现从“盲穿”，到超声引导，再到电磁导航的

“三级跳”。从2022年9月开始，市北医院护理

部在静安北部地区率先开展3CG电磁导航尖

端定位系统联合B超引导下PICC置管等新技

术。十多年来，他们先后为11000余例患者提

供了优质PICC服务，穿刺成功率接近100%，

且出血少，未发生相关并发症，成功为患者筑

起一条安全、舒适的生命通道。

李晓玲（上海市静安区市北医院肿瘤科护士长）

起居有常 保证睡眠
规律的生活起居有利于血压平稳，即要作

息规律、三餐定时、适当运动、注意劳逸结合

等。夏季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黄帝内

经》中指出，夏季应夜卧早起，即晚上可以适当

延迟睡眠时间，但不建议超过23时，即子时；

早上则应尽早起床，一般建议在5时至7时之

间，最晚不应晚于7时。可以在午餐后半小时

午睡30分钟至1小时，每天保证七八个小时睡

眠时间。

老年人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

不应等到体感闷热时才使用空调，更不要舍不

得用空调。在天气预报显示气温较高时，可以

提前开启空调，而不是闷热时才使用。也可以

使用定时器设置空调的开关时间，保持室内温

度恒定。空调设置温度在26℃~27℃之间，空

调出风口不要直接对着老年人吹。还可以结

合风扇一起使用，促进空气流通，提高舒适

度。再通过拉上窗帘、使用遮阳设备等方法，

减少阳光直射，降低室内温度，从而减少空调

的负荷。这些方法不仅能帮助老年人更舒适

地度过炎热天气，还能有效预防因高温导致的

心血管疾病发作。

夏季人体机能较为活跃，适当运动能起到

良好的健身效果，但不可剧烈运动，不在阳光

炙热的时段外出活动，如果外出要涂抹防晒

霜，戴遮阳帽和太阳镜，穿着宽松透气的衣

服。建议老年人以打太极拳、八段锦、散步等

舒缓的运动项目为主，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

量出汗。

合理饮食 适当补水
夏季饮食应以清淡、易消化为原则，宜低

脂、低糖，注重均衡营养，避免摄入过多动物脂

肪及胆固醇等，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增加蛋白

质摄入，适量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以保

持大便通畅。平时可多吃鱼、鸡、瘦肉、豆类、

小米、玉米、山楂、桃、木瓜、番茄等；少吃动物

内脏、肥肉、过咸的食物。在早、晚餐时喝粥或

喝汤既能生津止渴、清凉解暑，又能补养身

体。夏季适合喝绿豆做成的饮品，如绿豆汤、

百合绿豆粥等，可以消暑止渴、清心安神等。

乌梅汤也是夏季很好的解渴消暑之品。可将

乌梅、山楂、甘草同煮，不仅可以解口渴，去五

心烦躁，也有很好的消食解腻作用。

夏季可适当增加饮水量，每天应至少保证

有2000毫升水分摄入，相当于4瓶500毫升矿

泉水，多喝水能降低血液黏稠度，促进血液循

环。可适当食用冷饮有助于降温避暑，但不可

过食，以免损伤阳气。对于慢性心衰患者，应

根据尿量及病情具体情况，酌情控制饮水量。

调和心态 平心静气
夏季养生应注重调和心态，保持愉快而

稳定的情绪，切忌大悲大喜，以免以热助热，

火上浇油。夏季的炎热最易干扰心神，使人

心神烦乱。所以夏季要注意养心。养心要做

到心静，俗话说“心静自然凉”，但做起来可不

容易。想要心静，首先要调和心态，应保持淡

泊宁静的心境，凡事顺其自然，静养勿躁。可

以通过各种怡情养神方法使自己心情平静、

愉悦，比如看书、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闭目

养神也是养心的好办法，可以帮助人排除杂

乱的心绪。

心火过旺，可吃些味苦食物以削减心火，

如苦瓜等。苦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苦味食物，

性寒味苦，入心经，能够燥湿坚阴，清除体内湿

热。除苦瓜外，杏仁、苦丁茶也有去火的作

用。但要掌握适量、适当的原则。虽然夏季炎

热，但饮食也不可过寒，冷食吃多了，易损伤脾

胃，会引起吐泻。此外，莲子、百合、竹叶、茯

苓、麦冬、小枣、柏子仁等，都有不错的养心作

用，可根据情况做成药膳调理身体。

穴位养心 规范服药
在日常养生保健中，还可以通过按摩穴位

来预防和缓解心脏病。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

经上的要穴。按揉刺激内关穴可以改善胸闷、

心悸、失眠等。内关穴位于前臂掌侧，腕横纹

上二寸（三横指宽），两肌腱之间。

心血管病患者在夏季应注重养生，并遵医

嘱按时服药。部分高血压患者到了夏季后血

压会较其他季节有所降低，有些患者就自行停

药，这种做法很危险，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调

整药物，定期至医院体检。老年人如突发头

晕、乏力、身体不适，要立刻休息，一旦症状加

重，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张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心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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