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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在临床上是一种常见的静脉通道开放的护理技术，

静脉留置针操作简便，适用于需要长期输液治疗的患者，既可减

少护士的工作量，又可为患者免去反复穿刺的痛苦，而且可为血

管状况不好的患者赢得抢救、治疗的时间[1]。所以静脉留置针对

患者和护理人员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提升对静脉

留置针输液患者的护理质量，促进患者病情的回复，本研究对102

例接受静脉留置针输液的患者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具体总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102 例接受静脉留

置针输液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102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研究组各 51 例。对照组男 29 例，女 22 例，年龄 3-76 岁，

平均（56.3 ± 5.9）岁；对照组男 28 例，女 23 例，年龄 4-75 岁，

平均（55.8 ± 5.7）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上无统

计学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所有内容征得我院伦

理委员会同意，符合伦理道德的相关要求。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我院常规的基础性护理。研究组患者接受综

合性护理，具体操作方法如下：（1）物品准备—患者所需型号的

留置针、碘伏棉签、3-4条长约10cm的医用胶布、患者输液药品、

一次性输液器和止血带、3M 透明胶布。（2）护士准备—正确的

洗手和佩戴口罩。（3）寻找合适的静脉—根据输液需要选择合适

粗细、有弹性的静脉血管，远离关节、硬化、神经、韧带、受伤

的静脉。一般患者可选取四肢的浅表静脉；癌症晚期患者可选择

胸腔壁使用留置针；烧伤患者优先选择上肢；小儿患者由于其好

动、不易控制可选择耳后静脉、额头中间处静脉或者颞浅静脉等；

长期卧床患者平时基本无活动量，所以不可在下肢使用留置针，

以免造成血栓。如需下肢输液使用留置针，下肢要抬高25°左右，

以促进血液循环，避免药液在患者的下肢长时间停留，防止对下

肢静脉血管造成不良刺激（4）正确穿刺—将止血带绑在穿刺上方

约 10cm 处，以穿刺点为圆心，8cm 为半径进行消毒，碘伏消毒 3

次，然后75% 酒精3 次。护士预冲导管，以对患者左手穿刺为例，

左手固定皮肤，指导患者右手拇指和食指持针翼处将针尖斜面向

上，在 15°-30°的角度进行穿刺，慢速进针，见回血后，将穿

刺角度将至 5°-15°，沿着血管把留置针继续推进 2mm，固定

钢针枕芯位置，向前推进外插管鞘，确保外套管在患者血管内，最

后解除止血带，拔出枕芯，连接好输液管，待输液通畅后用透明

敷贴覆盖，将药品滴速调节至合理速度。配置 1 2 .5 U 肝素钠

+5ml0.9% 的 NaCl 注射液，若患者存在凝血功能问题，使用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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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封管。护理后对比两组患者的患者满意度和并发症发生率。

1.3 观测指标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包括非常

满意、满意和不满意3项，患者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

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实施χ 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并发

症（穿刺点出血、药物外渗）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临床上，静脉留置针建立输液通路，安全、简便、可保证静

脉管道的持续通畅且可提高患者满意度，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因此静脉留置针在静脉给药、输液和输血、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方

面有广泛的应用[2]。本研究表明研究组患者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

于对照组（P ＜ 0.05），并发症（穿刺点出血、药物外渗）发生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静脉留置针可有效降低对患者浅表

静脉的伤害，降低因输液导致患者意外感染的几率[3]，因此，对

患者的留置针做好观察与护理非常重要。综上所述，对静脉留置

针患者采取综合护理可提高患者满意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促进患者康复，有较大的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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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患者满意度 并发症发生率

穿刺点出血 药物外渗

对照组 51 22（43.1） 9（17.6） 8（15.7）

研究组 51 46（91.2） 2（3.9） 1（2.0）

28.993 4.993 5.971

P 0 0.03 0.001

χ2

表1      两组患者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