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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恶性肿瘤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在抗

癌治疗中化疗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多种化疗药物都需要

通过静脉进行输注，这无疑增加了患者并发静脉炎及药

物外渗等的风险，相关研究显示，在开展静脉化疗过程

中，化疗药物外渗几率高达 0.1%-6%。血液科患者在进

行静脉化疗过程中同样伴随着多种风险如药物外渗、静

脉炎、局部坏死发等。在对血液科静脉化疗患者护理的

过程中护士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预防风险事件的发生。

预防性护理是针对治疗护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

进行提前预判，并积极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治护理风险

事件的发生 [1]。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针对血液科静脉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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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展开预防性护理，减少其在静脉化疗过程中发生药

物外渗及静脉炎等的风险。现将研究内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1 年 5 月 -2022 年 3 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

方式选取 70 名血液科静脉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

者入组顺序将其分为了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5 名患

者。研究组有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14 例；患者年龄

在 35-68 岁之间，平均年龄（51.65±7.86）岁；其中白

血病 23 例，恶性淋巴瘤 7 例，多发性骨髓瘤 5 例。对照

组有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5 例；患者年龄在 37-69

岁 之 间， 平 均 年 龄（52.43±8.02） 岁； 其 中 白 血 病 22

例，恶性淋巴瘤 8 例，多发性骨髓瘤 5 例。纳入标准：①

患者因疾病需在血液科进行静脉化疗；②生存期≥ 1 年；

③可配合完成治疗；④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 [2]。排除标准：①患者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②化疗前

伴远处转移；③伴全身系统疾病；④伴严重心肝肾等脏

器疾病；⑤伴精神类疾病或智力障碍 [3]。两组患者基础

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本次研究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研究组除开展血液科常规护理外还进行预防性护理

干预：①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灭菌，严格无菌

操作；②静脉使用计划；根据患者静脉情况制定静脉使

用计划，交替使用；③保持输液通道通畅，妥善固定针

头及输液管，加强巡视，告知患者输液注意事项；④化

疗药物输注后进行管道洗，输注前使用 10 到 20mL 生理

盐水过渡；⑤强化化疗相关健康教育，详细说明输注化

疗药物注意事项，避免静脉压迫，减少肢体移位，指导

患者进行自我观察，向患者发放健康教育手册等，积极

主动向患者答疑；⑥制定药物外渗应急处理流程，发生

外渗后及时处理；⑦正确指导患者进行化疗后肢体活动。

对照组患者主要行血液科常规护理 [4]。

1.3 观察指标

静脉化疗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自拟“静脉化疗相关

知识调查量表”评价两组患者在化疗前以及化疗第二天

的静脉化疗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该量表共 20 个条目，采

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方式进行评分，得分在 20 到 100 分

之间，得分越高表示患者静脉化疗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越

好。采用预调查方式对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了评价，

信度为 0.872，效度为 0.863，信度与效度均符合要求 [5]。

并发症发生情况：评价两组患者药物外渗、药物外

渗、关节僵直、胃肠道反应、口腔黏膜损伤等并发症的

发生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患者静脉炎评价标准如下

表 1 所示。

表1　患者静脉炎评价标准

级别 评价标准

Ⅰ级 穿刺处轻微疼痛感，发红或肿。

Ⅱ级 穿刺处疼痛感、发红或肿，静脉条索状改变。

Ⅲ级
穿刺处疼痛感、红肿或有中重度肿胀，静脉条索

状改变，可触及硬结。

Ⅳ级
穿刺处皮肤发红、疼痛且有水肿，静脉条索状改

变，伴脓液流出。

护理满意度评价：采用自拟护理满意度量表评价两

组患者护理后的护理满意度。总分100分，得分越高表示

护理满意度越高，应用该量表进行预调查评价信度与效

度，信度为0.868，效度为0.873，信度与效度均符合要求。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将收集的数据先录入 Excel（2021）进行

初步的整理与分析。数据整理后导入 spss 25.0 进行统计

分析，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采用均值加减标准

差（x±s）的形式进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t 检验。

针对本次研究的非连续型变量采用频数（n）与百分百

（%）的形式进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用卡方分析，针

对等级型变量进行秩和检验。P ＜ 0.05 表示存在统计学

差异，P ＜ 0.01 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静脉化疗知识掌握情况

护理干预前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静脉化疗知识掌握

情况无统计学差异，在进行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静脉

化疗知识掌握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0 ＜ 0.01），

如下表 2 所示。

表2　静脉化疗知识掌握情况统计（x±s）

组别 n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t P

研究组 35 56.34±2.04 95.62±2.35 9.641 0.000

对照组 35 55.36±2.67 80.34±5.41 6.214 0.000

t 0.647 7.614

p 0.501 0.000

2.2 静脉炎发生情况

研究组患者静脉炎发生率为 2.86%，显著低于对照

组的 17.14%（P=0.000 ＜ 0.01），如下表 3 所示。

表3　静脉炎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合计

研究组 1（2.86） 0（0.00）0（0.00）0（0.00） 1（2.86）

对照组 4（11.43）2（5.71）0（0.00）0（0.00）6（17.14）

Z 7.024

p 0.000



58

国际护理医学：4卷7期
ISSN: 2661-4812

2.3 药物外渗与其他并发症发生情况

研究组患者无药物外渗发生，对照组患者药物外渗

发生率为 2.86%，两组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05）；

研究组患者其他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2.86%，显著低于对

照组的 11.43%（P=0.000 ＜ 0.01），如下表 4 所示。

表4　药物外渗与其他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药物外渗

其他并发症

口腔黏膜

损伤

胃肠道

反应

关节

僵直
合计

研究组 0（0.00）0（0.00）1（2.86）0（0.00） 1（2.86）

对照组 1（2.86）1（2.86） 2（5.71 1（2.86） 4（11.43）

X2 4.351 6.447

p 0.041 0.000

2.4 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经护理干预后护理满意度得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00 ＜ 0.01），如下表 5 所示。

表5　护理满意度比较（x±s）

组别 n 护理干预前

研究组 35 95.12±2.05

对照组 35 85.64±3.11

t 8.647

p 0.000

3　讨论

癌症患者使用静脉化疗药物治疗可延长患者生命，

同时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在静脉化疗药物使用过

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如药物外渗引起的局部红、肿、

痛及组织坏死等，以及化疗引发的静脉炎等，化疗药物

使用所引发的副作用会极大的增加患者心理负担，增加

患者疾病所带来的痛苦等，情况严重者会严重阻碍患者

的继续化疗，影响患者治疗效果等。

柯希兰，马运侠，左名秀等 [6] 对淋巴瘤化疗患者展

开与预防性护理，结果显示，通过预防性护理改善了患

者情感状况、社会家庭状况及生理状况。苏亚丽 [7] 对恶

性肿瘤患者展开了预防性护理，有效减少了患者静脉炎

的发生。张雪梅 [8] 在白血病化疗患者中应用预防性护理，

有效减少了患者感染的发生，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池

飞莺，陈隐，卓妍等 [9] 对肠癌患者开展了预防性护理，

有效减少了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郭春霞 [10] 对血液肿瘤

患者展开预防性护理，有效减少了患者口腔黏膜炎的发

生率。以上研究结论与本次研究结果有类似之处。在本

次研究中通过对血液科静脉化疗患者展开预防性护理有

效提高了患者静脉化疗知识掌握情况（P ＜ 0.01），得分

由（80.34±5.41）分提高到了（95.62±2.35）；有效降

低了患者静脉炎的发生率（P ＜ 0.01），由 17.14% 降低到

2.86%；通过预见性护理减少了静脉化疗患者药物外渗的

发生（P ＜ 0.01），同时也降低了其他并发症的发生率（P

＜ 0.01）；预防性护理也进一步提高了患者护理满意度

（P ＜ 0.01）。

综上所述，通过对血液科静脉化疗患者展开预防性

护理可有小提高患者对静脉化疗知识掌握情况，提高患

者健康教育效果，增加患者对静脉化疗相关知识的掌握

程度，同时还能有效减少静脉炎、药物外渗等不良反应

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促进护患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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