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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对社区老年病房输液患者采用静脉留置针输液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诊治老年输
液患者计 240 例，随机分为采用常规护理方案对照组（n=120）与采用静脉留置针护理实验组（n=120），对比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舒适
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社区老年病房输液患者应用静脉
留置针输液效果较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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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病房输液患者由于年龄大，血管情况不佳，且合并较
多基础疾病，故在常规输液穿刺时容易加重患者血管的损伤，也会
增加患者的不适，故考虑对多次输液患者采用静脉留置针。静脉留
置针目前在输液患者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具有减少穿刺次
数，保护血管的作用，也可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应用价值显
著。为验证静脉留置针的应用价值，研究选取我院收治老年病房输
液患者计 240 例为研究对象，评估了常规护理与使用静脉留置针护
理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诊治老年输液患者计 240
例，随机分为采用常规护理方案对照组（n=120）与采用静脉留置
针护理实验组（n=120）。对照组中男 68 例，女 52 例，年龄 60~81
岁，均数（71.52±3.47）岁，实验组中男 67 例，女 53 例，年龄 61~83
岁，均数（71.82±3.52）岁，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对比，P>0.05，具
有可比性。纳入患者连续输液时间在 2d 以上，年龄在 60 岁以上，
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排除合并意识障碍，输液依从度不高的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钢针输液护理方案，取舒适体位，核对信息后
常规穿刺，输注药物，并控制好药物的滴注速度，完成后拔针止血
即可。实验组则采用静脉留置针护理方案，要求在使用静脉留置针
前先告知患者操作的价值、注意事项以及配合方式，改善患者的负
性情绪。在穿刺时，选择容易固定、粗大、弹性好的血管，以上肢
静脉为首选，如果患者合并偏瘫，则需要取健侧血管。选择型号恰
当的留置针，以安尔碘消毒，排空输液管空气，以 20°的角度进行
穿刺，待到回血后，压低，右手固定好针芯，左手将套管置入血管
中，并使用无菌胶布做好固定，并进行输液时间的记录工作。在输
液完成之后，应该及时将肝素帽和针头进行分离，同时使用氯化钠

注射液脉冲式冲关，剩余 1ml 后撤针头，将针尖斜面保留在肝素帽
中，靠近针座位置夹紧，并固定，密切做好针头位置的观察，判定
是否存在渗液。在操作完成后，应该告知患者日常生活中保护留置
针的方法，并讲解需要留置的时间，要求维持局部清洁，不可洗澡，
并防止肢体受压，维持贴膜的平整，如果出现卷曲现象，应该及时
更换。另外每次使用后，均需要脉冲式封管，拔针时应该确保动作
迅速，并对血管壁进行按压，按压时间要在 10min 左右，防止造成
血管壁受损。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舒适度评分，采用数字评分法进行评价，
分值 0~10 分，分值越高舒适度越好。（2）对比患者输液不良事件
发生率，包括外渗、堵管、静脉炎、脱管、感染等。（3）满意度于
患者输液治疗完成后进行评价，包括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三个
等级。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1.0 处理，设定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舒适度 

实验组舒适度评分为（8.72±1.51）分，高于对照组（7.56±1.64）
分，P<0.05（t=5.700,P=0.000）。 
2.2 不良事件 

实验组不良事件包括外渗 3 例，堵管 1 例，发生率为 3.33%
（4/120），对照组不良事件包括外渗 5 例，脱管 4 例，感染 4 例，
发生率为 10.83%（13/120），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X2=4.275，P=0.039）。 
2.3 满意度 

实验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满意度对比表   [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实验组 

X2

P 值 

120 
120 

51（42.50） 
72（60.00） 

48（40.00） 
44（36.67） 

21（17.50） 
4（3.33） 

99（82.50） 
116（96.67） 

10.760 
0.001 

3 讨论 
伴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突出，社区医院中老年患者

的数量也有了明显增加。而就老年患者的特征来看，普遍合并较多
基础疾病，病程较长，身体素质差，伴随较多的并发症，且需要反
复静脉输液治疗，很容易导致血管受损，不光对正常的输液治疗有
一定的不利影响，也容易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为此引入静脉留置
针并将其应用于社区老年病房输液患者中是非常有必要的。静脉留
置针的导管较为柔软，对血管的损伤小，且有利于预防输液的外渗，
在操作上也较为简单，能够留置较长的时间，不光可减少多次穿刺
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更好的保护血管，也能够减轻医务人员的负担，
对老年群体非常适用。而从本次研究结果上看，实验组在输液中使
用了静脉留置针后，患者的舒适度高于对照组，P<0.05，不良事件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则表明静脉留置针应用效果理想。而
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则表明该方案可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综上所述，对社区老年病房输液患者采用静脉留置针护
理方案可提高患者舒适度，能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可改善护患关
系，指导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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