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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头皮针进行新生儿股静脉采血

张思娟

西安航天总医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目的：分析用头皮针对新生儿进行股静脉采血的效果。方法：选择本院需要接受血液检查的 88例新生儿进行研

究，于 2021年 5月到 2022年 5月开展，通过随机数列法将其分为两组，注射器组 44例，用一次性注射器进行股静脉采血，

头皮针组 44例，用一次性头皮采血针进行股静脉采血。在相同采血量的条件下，比较两组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标本不合格

率、以及瘀斑血肿发生率，同时观察比较新生儿的疼痛评分。结果：头皮针组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明显高于注射器组，结果

差别显著（P＜0.05）；头皮针组的标本不合格率明显低于注射器组，结果差别显著（P＜0.05）；头皮针组新生儿的瘀斑血肿

发生率明显低于注射器组，结果差别显著（P＜0.05）；头皮针组新生儿的疼痛评分明显低于注射器组，结果差别显著（P＜
0.05）。结论：用头皮针对新生儿进行股静脉采血，可提升一次性穿刺成功率，降低标本不合格率，同时还能降低新生儿的

瘀斑血肿发生率和疼痛程度，应用价值较高，值得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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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natal Femoral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was Performed Using a Scalp Needle
Sijuan Zhang

Xi’an Aerospace General Hospital Shaanxi Xi'an 7101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blood collection from femoral vein with scalp. Methods: Select 88 newborns who need
blood examination from May 2021 to May 2022, it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series method, syringe group 44 cases,
with disposable syringe for femoral vein blood collection, 44 cases of scalp needle group, with disposable scalp blood collection
needle for femoral vein blood collection. Under the same amount of blood collection, the success rate of disposable puncture, the
specimen unqualified rate,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pechymosis hematom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pain score
of the newborns was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scalp needl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yringe group (P <0.05); the scalp needl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syringe group (P <0.05); the resul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0.05); the pain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syringe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femoral vein
blood collection for newborns can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disposable puncture, reduce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specimen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and pain degree of ecchymosis hematoma in newborns, which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the application.
Keywords: Neonatal; Effect; Femoral vein blood sampling; Scalp needle

血液检查是临 床重要的诊断疾病手段之 一 ，采集的血样

标本质量关乎 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所以 保证血液标本质量尤

为 重要。 新生儿的血液通常集中 在内脏和躯干，分布于 四肢

的血液较少，其血管和成年人 相比要更为 细小，且 充盈度差，

尤其是消瘦或脱水的新生儿，因此难以 准确进行穿刺采血，

一 次性穿刺成功的机率较少[1]。 同时，由于 需要检测的指标

较多，因此血液样本量需求较大，加上 在穿刺采血的过程中 ，

新生儿存在一 直哭闹等不 配合的情况，使得采血的成功率和

效率均会受到极大影响。 所以 ，相较于 成年人 ，对新生儿进

行血样采集的难度较大[2]。 因此，如何在保障血液样本质量

的基础上 ，安全且 高效的完成血样采集是儿科护理人 员需要

重点考虑的问题。 使用常规注射器进行采血，不 管应用斜刺

还是直刺法，均极易会出现穿刺后针头脱出的情况，从 而也

就会出现因采血量不 足而重新穿刺的情况。 通常情况下 ，注

射器采血会经过 2-3次或以 上 的穿刺才能采取到足够的血液

量，而这也 就会使新生儿的痛苦增加[3]。 而随着近年来儿科

护理人 员对新生儿采血方式的不 断研究发现，对新生儿进行

头皮针股静脉采血，不 仅 具有经济实惠、简单易操作 等特点，

同时还能显著提升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和血样合格率，有着较

高的应用价 值[4]。 基于 此，为 了 分析用头皮针对新生儿进行

股静脉采血的效果，本文对本院需要接受血液检查的 88例
新生儿进行研究，于 2021年 5月到 2022年 5月开展，通过

常规注射器和头皮针进行股静脉采血，在相同采血量的条件

下 ，观察采血的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标本不 合格率、以 及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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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血肿发生率。 具体研究流程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资料

选择本院需要接受血液检查的 88例新生儿进行研究，

于 2021年 5月到 2022年 5月开展，通过随机数列法将其分

为 两 组，注射器组 44例，用一 次性注射器进行股静脉采血，

头皮针组 44例，用一 次性头皮采血针进行股静脉采血。 在

相同采血量的条件 下 ，比较两 组的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标本

不 合格率、以 及瘀斑血肿发生率，同时观察比较新生儿的疼

痛评分。 头皮针组新生儿男女占比 30：14，日龄区间 3到
10d，平均（5.21±4.68）d；体重在 2.2到 5.7kg，平均（3.14±1.58）
kg；胎龄区间 37到 41周，平均（37.29±2.65）周。 注射器

组新生儿男女占比 29：15，日龄区间 3到 9d，平均（5.05±4.54）
d；体重在 2.3到 5.8kg，平均（3.17±1.61）kg；胎龄区间 37
到 42周，平均（37.68±2.87）周。 所有新生儿性别、体重、

日龄、胎龄等方面指标无明显差异（P＞0.05），可进行比较。

所有新生儿家属均遵循自愿原则签署相关文件 并配合研究，

且 审批通过。

纳入标准：（1）胎龄≥36周；（2）没有出血性病症者；

（3）需接受血液检查者。

排除标准：（1）存在神经系统病症者；（2）1d内接受

过镇痛药物治疗者；（3）先天畸形者；（4）存在休克或中

重度感染者；（5）不 能自主 呼吸者。

1.2方法

将新生儿放在暖箱中 ，并呈仰 卧位，小腿弯曲，外展穿

刺侧大腿，将腹股沟充分暴露出来，然后扪及股动脉搏动处，

对穿刺位置进行常规消毒处理。 注射器组用一 次性注射器进

行股静脉采血。通过 5mL注射器和配套的 7号针头进行股静

脉采血，在新生儿股动脉搏动处内侧 0.2-0.3cm，距离腹股沟

1.5cm处进行股静脉穿刺，角度在 45°左右，等针进入 1.5-2cm
处后，边退边回抽，直至回血后固定。 采血量足够后，拔出

针头，再用无菌棉球按压 3-5min。 头皮针组用一 次性头皮采

血针进行股静脉采血。 将 5号头皮针连接在 5mL注射器上 ，

在新生儿股动脉搏动处内侧 0.2-0.3cm，距离腹股沟 0.5-1cm
处进行股静脉穿刺，角度保持在 60°左右。 进皮后，持续轻

轻抽吸空针，生成一 定负压，从 而保证针头进入静脉后立刻

有血液回流。 等采血量足够拔出针头后，立即用无菌棉球按

压 1-2min[5]。
1.3观察指标

（1）观察比较两 组的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 一 次穿刺成

功且 抽出足够血量为 一 次性穿刺成功。

（2）观察比较两 组的标本不 合格率。 溶血、污染、凝

血等情况均为 不 合格。

（3）观察比较两 组新生儿的瘀斑血肿发生率，包括青

紫、瘀斑、血肿包块等现象。

（4）观察比较两 组新生儿的疼痛评分。 在穿刺采血时，

通过自制的新生儿疼痛评估量表进行疼痛程度评分，项目包

括觉醒状态、上 下 肢动作 、呼吸形式、面部表情、以 及哭闹

等，分值 0-10分，分数越高，疼痛越重。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全部以 SPSS20.0软件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采取 t检验方式：计数资料采用

[例（%）]表示,采用 x2检验，结果以 P＜0.05表示本次研究

具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比较两 组的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

由表 1数据可知，头皮针组的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明显高

于 注射器组，结果差别显著（P＜0.05）。

表 1 比较两 组的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 [n（%）]

组别 例数 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

头皮针组 44 43（97.73）

注射器组 44 36（81.82）

x2 6.065

P 0.014

2.2比较两 组的标本不 合格率

由表 2数据可知，头皮针组的标本不 合格率明显低于 注

射器组，结果差别显著（P＜0.05）。

表 2 比较两 组的标本不 合格率 [n（%）]

组别 例数 溶血 污染 凝血 不 合格率

头皮

针组
44 1（2.27） 1（2.27） 0（0.00） 2（4.55）

注射

器组
44 3（6.82） 2（4.55） 4（9.09） 9（20.45）

x2 1.048 0.345 4.191 5.091

P 0.306 0.557 0.041 0.024

2.3比较两 组新生儿的瘀斑血肿发生率

由表 3数据可知，头皮针组新生儿的瘀斑血肿发生率明

显低于 注射器组，结果差别显著（P＜0.05）。

表 3 比较两 组新生儿的瘀斑血肿发生率 [n（%）]

组别 例数 瘀斑血肿发生率

头皮针组 44 1（2.27）

注射器组 44 10（22.73）

x2 8.416

P 0.004

2.4比较两 组新生儿的疼痛评分

由表 4数据可知，头皮针组新生儿的疼痛评分明显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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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器组，结果差别显著（P＜0.05）。

表 4 比较两 组新生儿的疼痛评分（ x ±s，分）

组别 例数 疼痛评分

头皮针组 44 3.45±1.06

注射器组 44 4.88±0.86

t 6.949

P 0.000
3 讨论

血液检查是临 床重要的诊断疾病手段之 一 ，采集的血样

标本质量关乎 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所以 保证血液标本质量尤

为 重要。 而为 了 分析用头皮针对新生儿进行股静脉采血的效

果，本文对本院需要接受血液检查的 88例新生儿进行研究，

于 2021年 5月到 2022年 5月开展。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头

皮针组的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明显高于 注射器组，结果差别显

著（P＜0.05）；头皮针组的标本不 合格率明显低于 注射器组，

结果差别显著（P＜0.05）；头皮针组新生儿的瘀斑血肿发生

率明显低于 注射器组，结果差别显著（P＜0.05）；头皮针组

新生儿的疼痛评分明显低于 注射器组，结果差别显著（P＜
0.05）。 由上 述结果可发现，相较于 传统注射器采血，用头

皮针对新生儿进行股静脉采血，更能提升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

降低标本不 合格率，同时还能降低新生儿的瘀斑血肿发生率

和疼痛程度。

由于 新生儿股静脉血管较粗，且 血流充盈，便于 准确定

位，因此有利于 穿刺的一 次性成功，所以 股静脉采血现已成

为 儿科常用的血标本采集方式[6]。 传统采血方式是通过 5mL
注射器和配套的针头进行采血操作 的，但针头不 能随意弯曲，

且 和乳 头距离较短，因此操作 者在穿刺时手感较差，且 不 易

固定。 同时，在退针抽血时，若动作 稍快或新生儿躁动，就

极易出现针头退出血管外的情况，从 而就会使穿刺失败，增

加穿刺次数的同时，也 会增加新生儿的痛苦。 而用头皮针连

接注射器进行穿刺，由于 手法和静脉穿刺相同，因此操作 者

能较快掌握和熟悉操作 。同时，头皮针的硅胶管透明且 较长，

等针头斜面进行皮肤后，持续轻轻抽吸空针就能生成一 定负

压，从 而也 就能在进入静脉后立即回血，由此也 就能通过硅

胶管及时观察到回血，进而就能判断针头是否进入血管。 另

外，头皮针有针翼，加上 硅胶管较长，因此可防止新生儿躁

动而出现针头退出血管的情况，故有着较高的一 次性穿刺成

功率，从 而也 就能减少因多次穿刺而增加新生儿痛苦的情况
[7]。

传统注射器采血若因穿刺不 成功而出现间断采血的情

况，就会出现血液凝结的情况。 在抽吸时，负压过大就会出

现溶血情况，负压过小就会出现凝血情况而使针头堵塞，因

此操作 难度较大，标本不 合格机率较高。 头皮针因为 一 次性

穿刺成功率较高，在穿刺成功后能将瓶塞穿刺针刺入真空管

内，从 而就能因管内分压一 致而使血液匀速流入管内，进而

就能避免出现凝血或溶血的情况，降低标本不 合格率。 5号
头皮针的内径为 0.5mm，斜面长为 0.1mm，针梗长为 20mm,
因此刺入皮肤组织和血管壁的针孔较小，而这也 就意味着对

血管组织的损伤较小，便于 修复，加上 能避免反复穿刺而对

血管造成损伤，也 就能减少瘀斑血肿现象出现。

综上 所述，用头皮针对新生儿进行股静脉采血，可提升

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降低标本不 合格率，同时还能降低新生

儿的瘀斑血肿发生率和疼痛程度，应用价 值较高，值得普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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