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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elf-management abilities in patients with central venous infusion catheters, 
especially those with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PICC). Given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and importance of 
PICC in clinical treatment, the paper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patient self-management, pointing out that this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bloodstream	infections	and	thromboembolism,	but	also	improve	patient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reduce the workload of medical staff. Subsequently, the paper proposed three strategies in detail to 
cultivate	pati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ies:	enhanc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through	systemat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troducing	
the PDCA cycle to achiev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self-management;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support system, including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staff, family members,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patient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pati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ies, optimize medical care outcomes, and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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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中心静脉输液导管，特别是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PICC）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与评估。鉴于PICC在
临床治疗中的广泛应用及其重要性，论文首先阐述了患者自我管理的必要性，指出这不仅能显著降低并发症风险，如血流
感染与血栓栓塞，还能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同时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随后，论文详细提出了三大策略以培养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培训提升知识与技能；引入PDCA循环实现自我管理的持续改进；建立全方位的支
持系统，包括医护人员、家属及社区资源的整合，为患者提供全面支持。这些策略旨在全面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以
优化医疗护理效果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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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心静脉输液导管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临床治疗的效

率与安全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护理难度和管理挑战。患者自

我管理能力的培养成为减少并发症、提高治疗效果的关键。

论文从患者自我管理的必要性、培养策略及评估体系三个方

面进行探讨。

2 PICC（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在临
床应用中的重要性

PICC（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这一创新的医

疗装置，在现代医学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独特之

处在于能够安全、有效地通过外周静脉进入中心静脉系统，

这一特性极大地丰富了治疗手段，为患者带来了更加便捷、

高效的治疗体验。对于长期需要接受治疗、依赖静脉营养支

持、进行血液净化或频繁药物输注的患者而言，PICC 成为

他们不可或缺的“静脉通道”。它不仅确保了治疗的持续性

和稳定性，还显著提升了治疗效率，加速了患者的康复进程。

PICC 的应用，深刻优化了医疗护理的各个环节。医护人员

借助这一工具，能够轻松实现对药物输注速率和浓度的精确

控制，确保药物在最佳条件下被输送至患者体内，从而充分

发挥其治疗效果。这一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治疗的成功率，

还有效避免了因药物浓度波动或输注速度不当可能引发的

副作用。同时，PICC 减少了因反复穿刺给患者带来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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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理负担，降低了感染风险，为患者创造了一个更加安全、

舒适的治疗环境。另外，PICC 还具备强大的临床监测功能，

如中心静脉压的实时监测、液体治疗的精确指导以及心功

能的动态评估等。这些功能为医生提供了宝贵的实时生理数

据支持，帮助他们更准确地把握患者病情变化，制定出更加

个性化、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在危重患者的救治过程中，

PICC 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医生提供了关键的参

考信息，助力他们在生命保卫战中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3 患者自我管理的必要性

3.1 减少并发症
在探讨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PICC）的应用时，

我们必须正视其潜在的并发症风险，这些风险如同隐匿的障

碍，可能对患者的康复之路造成不利影响。其中，导管相关

性血流感染（CRBSI）与血栓栓塞，作为 PICC 应用中最为

显著的两大并发症，不仅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还可能对其

预后产生深远影响，使治疗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与漫长。为了

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提升患者及其家属的参与度和自我护理

能力显得尤为关键。通过系统的教育与培训，患者可以掌握

一系列重要的自我护理技巧，这些技巧如同坚固的防线，有

助于显著降低 PICC 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具体而言，保持

穿刺点周围皮肤的清洁与干燥是首要步骤，患者应采用适宜

的清洁方法，定期清除污垢与细菌，为 PICC 导管营造一个

无菌的外部环境，从而阻断 CRBSI 的发生途径。此外，患

者还需具备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密切关注穿刺点及周围区

域的变化。任何红肿、疼痛、发热或异常分泌物的出现，都

可能是并发症的预警信号。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患者应立即

与医护人员取得联系，以便迅速采取应对措施，防止病情进

一步恶化。这种积极的自我监测与报告机制，对于保障患者

安全、促进康复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2 提升治疗依从性
在医疗护理的广阔领域中，自我管理能力的增强如同

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深刻地影响着患者的治疗体验与成

效。具体而言，当患者具备较高的自我管理能力时，他们能

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并内化医生所制定的治疗方案。这种理解

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知识获取，而是深入到对治疗目的、方

法、预期效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等方面的全面把握 [2]。

随着对治疗方案的深刻理解，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自然而然地

得到了提升。他们开始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治疗过程中来，按

时服药、定期复诊、遵循医嘱中的各项指示，不再是被动的

接受者，而是成为自己健康管理的积极参与者。这种积极的

治疗态度，不仅有助于确保治疗方案的顺利实施，还能够最

大限度地发挥治疗效果，加速病情的缓解与康复进程。

3.3 减轻医护人员负担
在医疗护理的复杂生态中，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

如同一股清新的风，为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带来了显著的改

善。随着患者逐渐掌握自我护理的技能与知识，他们开始在

日常的健康管理中扮演更加主动和积极的角色。这一转变，

不仅让患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更好的维护，也为医护人

员的工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当患者的自我管

理能力得到提升，他们能够更好地执行医嘱，如定时服药、

监测体征、保持合理的饮食与作息等。这些原本需要医护人

员频繁提醒与监督的任务，现在更多地由患者自己承担，从

而大大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这使得医护人员能够将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更为关键和复杂的任务中，如病情监

测、治疗方案调整以及紧急情况的应对等。在这样的工作模

式下，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能够更加

专注于提升医疗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治疗

服务。工作压力的减轻也有助于医护人员保持良好的心态与

情绪，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的人文关怀水平。

4 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策略

4.1 教育培训

4.1.1 基础知识教育
在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PICC）的全方位教育

培训框架内，基础知识普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构

建整个学习旅程稳固基础的关键环节。这一教育过程不仅

仅局限于知识的传授，更是一场引领患者及其家属深入探索

PICC 奥秘的启迪之旅。通过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如精

心设计的图文并茂教材、生动形象的讲解以及鼓励思考的互

动环节，确保每位参与者都能全方位、多角度地理解 PICC

的核心概念与价值。课程详尽阐述了 PICC 如何作为一条安

全、高效的静脉通道，为患者提供稳定的药物输注与营养支

持，同时深入剖析其工作原理，使听众能够深刻理解这一医

疗技术的科学性与必要性。此外，课程还明确了 PICC 的适

应症范围，让患者及家属明白为何选择这一治疗方式，以及

它如何对病情产生积极影响。在普及 PICC 知识的同时，我

们也坦诚地介绍了其可能伴随的风险因素，特别是导管相关

性血流感染（CRBSI）与血栓栓塞等潜在并发症。通过客观、

全面的分析，旨在帮助患者及家属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同

时传递出通过科学护理与预防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这些风险

的积极信息，避免不必要的恐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础

知识普及中强调了日常护理的极端重要性。作为保障 PICC

功能稳定、促进患者康复的关键一环，课程内容详细指导了

如何保持穿刺点及周围皮肤的清洁与干燥，以预防感染；同

时，也强调了避免剧烈运动等可能对导管造成损伤的行为，

确保 PICC 能够持续、安全地服务于患者的治疗需求。

4.1.2 操作技能培训
在 PICC（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教育培训体系

中，操作技能培训占据着核心地位，其重要性无可替代。这

一环节由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主导，采用高度系统化且注重

实践的教学方法，旨在将 PICC 的日常护理与基础维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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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地传授给患者或其家属。培训内容广泛详尽，涵盖了从

导管的安全固定、敷料的正确更换到冲管封管等每一个关键

步骤。通过深入浅出的理论讲解，学习者能够深刻理解每个

操作步骤背后的科学原理与临床意义，为后续的实操训练奠

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随后，医护人员会进行细致的实操演示，

将复杂的操作过程转化为直观易懂的视觉展示，让学习者能

够直观地观察并感受正确操作的每一个细节。这种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有效性和实用

性。在培训过程中，特别注重培养学习者的观察力和应急处

理能力。医护人员会引导学习者仔细观察患者的身体状况及

PICC使用过程中的任何细微变化，如红肿、渗液等异常现象，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此外，还会通过

模拟突发状况的演练，让学习者在模拟环境中学习如何在紧

急情况下保持冷静，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和处理，以确保

患者的安全。

4.2 引入 PDCA 循环
在深化自我管理能力的培育旅程中，引入 PDCA 循环

作为导航工具，无疑为这一过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效

率。从 Plan（计划）的精心绘制开始，我们不仅仅是简单

地设定目标，更是将这些目标细化为可操作的步骤与里程

碑，确保每一步都指向明确的自我提升方向。这一过程要求

个体深入自我剖析，明确自身现状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

并据此制定出既具挑战性又切实可行的计划蓝图。随后，步

入 Do（执行）的坚实步伐，是将蓝图变为现实的关键。在

这个阶段，个体需展现出高度的行动力与自律精神，将计划

中的每一个细节逐一落实 [4]。无论是时间管理的精细调整，

还是情绪控制的策略应用，都需在实践中不断磨合与优化，

以确保自我管理的各项措施能够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习

惯的一部分。紧接着，Check（检查）阶段如同一面明镜，

让个体得以清晰地审视自己的执行成果。通过客观、全面的

评估，不仅能看到已取得的进步与成就，更能敏锐地捕捉到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一过程鼓励个体保持批判性思维，勇

于面对自己的短板与错误，为后续的改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Act（行动）阶段则是 PDCA 循环中的智慧结晶。它

要求个体根据检查结果，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对发现的

问题进行针对性改进。

4.3 建立支持系统
在自我管理能力的培育征途中，构建一个稳固而强大

的支持系统，就如同为航行者装备了一座灯塔与一群可靠的

伙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系统，犹如一张细密而坚韧

的网，网罗了来自家庭、友情、职场、学术乃至专业领域的

多方资源，共同编织成一张守护与助力的网络。家人作为最

坚实的后盾，他们的理解、鼓励与无条件支持，是个体在自

我管理旅程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港湾。每当疲惫或迷茫时，家

人的温暖话语总能如春风化雨，给予个体重新出发的力量。

朋友与同事，则是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或许身处不同领域，

却能在交流中带来新鲜的视角与灵感。分享自我管理的心得

体会，不仅能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共鸣，还能在相互激励中共

同进步，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氛围 [5]。导师与专业机构，

则是知识与经验的宝库。他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实战经

验，能够为个体提供精准的指导与建议。无论是理论知识的

补充，还是实践技能的提升，都能在这些资源中找到有力的

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为个体打开更广阔的视野，引

领其探索自我管理的无限可能。当个体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

遭遇挫折与困难时，这个支持系统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它能

够迅速响应，提供及时的帮助与鼓励，帮助个体重拾信心，

调整策略，继续前行。

5 结语

中心静脉输液导管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培养，是提升

医疗质量、促进患者康复的关键。通过系统的教育培训、引

入 PDCA 循环实现持续改进，并构建全方位的支持系统，

能够有效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减少并发症，提高治疗

依从性，同时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未来，应继续深化

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高效、人性

化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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