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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探 索

需长期行静脉输液治疗患者发生静脉损伤后的护理要点
黄正容　黄德荣　蒋志容　邓　钰通讯作者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　泸州　646100）

【摘　要】目的：对具备静脉损伤表现的静脉输液患者进行分析，得出此类患者的护理对策内容。方法：随机中我院需要长
期接受静脉输液治疗工作的患者中抽选出 42 名具备静脉损伤表现的患者进行研究，抽选时间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依据数
字随即表内容将其划分至 X 组（观察组）与 Y 组（对照组），每 21 名患者组成一组。X 组患者接受护理对策内容，Y 组患者接
受常规护理内容。将 X 组与 Y 组患者疗效表现、护理评价进行比较。结果：对比 X 组与 Y 组患者疗效表现与护理评价，X 组患
者表现结果相较均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护理对策内容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护理水平使得患者静脉损伤
表现得以改善，并提升护理质量使得患者具备更为舒适的护理体验，对静脉损伤患者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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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部分需要长期接受治疗工作的患儿而言，静脉输液是

一类较为常见的治疗方式，但是长期接受静脉穿刺操作将会导

致患者出现静脉损伤表现，不利于患者恢复健康状况。为改善患

者静脉损伤表现，本文将对我院 42 名静脉损伤患者进行护理对

策内容应用价值研究工作，具体研究内容与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中我院需要长期接受静脉输液治疗工作的患者中抽选

出 42 名具备静脉损伤表现的患者进行研究，抽选时间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依据数字随即表内容将其划分至 X 组（观

察组）与 Y 组（对照组），每 21 名患者组成一组。X 组男女比

例表现为 14:7，计算得出其平均（52.42±4.56）岁；Y 组男

女比例表现为 14:7，计算得出其平均（53.01±5.52）岁。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护理对策内容

（1）静脉炎患者。由于患者长期接受静脉输液治疗工作，

患者静脉出现炎症表现的一类患者，患上此类疾病后人体静脉

血管通道将会变窄，导致患者患者血液流通速度变慢，且患者

手臂将会出现索状红线，走向与患者静脉走向一致。对比护理

期间需要避免对该条静脉进行再次静脉穿刺操作，是对患者使

用硫酸镁药物（规格为 33%），对准患者静脉损伤血管进行湿

热敷操作，从而使得患者血管痉挛症状得以改善。待患者血液

循环功能得以改善后，选择浓度为 75% 的酒精对患者进行湿敷

操作，从而使得患者皮肤温度得以降低，缓解患者疼痛感知。

（2）药液外渗患者。针对此类患者除去上述湿热敷操作外，

还需要对患者实施红外线照射操作，并对患者具有肿块表现的部

位进行相应按摩工作，从而改善患者受损部位色素沉积表现 [1]。

（3）瘢痕患者。对患者具有瘢痕表现的部位涂抹相应 药物，

并对其实施按摩操作。

（4）感染患者。在进行静脉给予药物配置、静脉穿刺等操

作时，护理人员需要严格执行医院相关消毒规定内容，保证上述

操作均遵循无菌操作原则，从而降低患者出现感染表现的概率[2]。

（5）心理护理。为患者讲解静脉损伤原因，使得患者对自

身患病状况具备一定了解 [3]。告知患者静脉损伤治疗方法，并

对治疗期间患者所需配合的内容进行强调，有助于后续治疗工

作有序开展。对患者讲述接受治疗工作后静脉恢复健康的病例

信息，提升患者对治疗工作的信心并改善患者情绪表现 [4]。患

者接受静脉给药期间，叮嘱患者对药液剩余状况进行密切关注，

并注意保证给药一侧手臂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患者不能够进

行大幅度运动，避免患者出现药液渗出现象。

1.3　观察指标

（1）疗效表现判断标准：①显效，患者接受穿刺操作部位

疼痛感知消失，静脉受损部位皮肤恢复正常；②有效，患者接

受穿刺操作部位相较护理前疼痛感知程度显著下降，且静脉损

伤部位皮肤改善效果显著；③无效，患者不属于上述两类疗效

表现类型。显效与有效均属于总有效内容 [5]。

（2）收集 X 组与 Y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评价内容，评分数

值与患者认可表现呈正比关系。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采集数据统一输入使用 SPSS24.0 统计学软件进

行计算处理工作，计算结果显示 P<0.05 时，该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 X组与 Y组患者疗效表现差异

X 组中疗效表现属于总有效内容的患者共有 20 名，在该组

中的占比状况为 95.24%；Y 组中疗效表现属于总有效内容的患

者共有 17 名，在该组中的占比状况为 80.95%；X 组患者表现

结果相较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情况见表1。

表 1：X组与 Y组患者疗效表现差异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X 组 21 15（71.43） 5（23.81） 1（4.76） 20（95.24）
Y 组 21 6（28.57） 11（52.38） 4（19.05） 17（80.95）

P <0.05

　　2.2　患者护理评价比较

对比 X 组与 Y 组患者护理评价，整理 X 组患者给予护理

工作的评价内容得出其整体评分结果为（96.14±2.05）分；

整理 Y 组患者给予护理工作的评价内容得出其评分结果为

（82.11±3.62）分；X 组患者给予评分结果显著高于 Y 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静脉输液治疗是医学临床较为常见的药物治疗方式，但是

长期接受该项治疗工作容易导致患者静脉受损，因此需要改善

相应护理工作从而保证患者健康。经上述研究表明，护理对策

内容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护理水平使得患者静脉损伤表现得

以改善，并提升护理质量使得患者具备更为舒适的护理体验，

对静脉损伤患者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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