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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及研究优质护理在老年住院患者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中的应用效果及对不良反应的影响。方法 本次研究内选取以及分析了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1 月之间我科内进行静脉治疗的 106 例住院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当中的主要对象，将本次研究患者随机地分为了对照组（n=53）和

观察组（n=53），对照组当中的患者所实施的护理措施为常规护理，观察组当中的患者所实施的护理措施为优质护理，比较两个组别内患者的静脉输

液相关知识评分、不良反应出现率以及护理的满意程度。结果 观察组当中患者的静脉输液相关知识评分明显比参照组更高，住院时间则明显比参照

组更低，数据之间的差异具备显著的差异（P＞0.05）。观察组当中患者的不良反应出现概率为 3.77%，明显比参照组中患者的 16.98%更低，数据之

间的差异具备显著的差异（P＞0.05）。观察组当中患者的不良反应出现概率为 98.11%，明显比参照组中患者的 81.13%更高，数据之间的差异具备显

著的差异（P＞0.05）。结论 在护理需要实施静脉输液治疗的老年住院患者的过程当中，对患者使用优质护理措施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静脉输液知识

掌握度，降低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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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得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

来越深，老年患者在身体免疫力以及体质都变得比较低，比正常

人的身体素质更差，患病的概率也比较高，还有一部分疾病情况

比较严重的老年患者大多需要住院进行调养，老年住院患者的治

疗以及护理的要求也会变得更加严格[1]。静脉治疗措施是当前较为

成熟的一种治疗方式，在住院患者当中的普及率比较高，相比较

于老年患者而言，除了治疗工作之外，还必须重视患者的护理工

作，对患者实施良好的护理措施能够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提升，

推动患者的身体的恢复[2]。本文正是基于此，选择了2020年8月至

2021年11月之间我科内进行静脉治疗的106例住院老年患者作为

研究当中的主要对象，分析及研究优质护理在老年住院患者静脉

治疗护理技术操作中的应用效果及对不良反应的影响，研究当中

的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内选取以及分析了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1 月之间我科内进行静脉治疗的 106 例住院老年患者作为研究

当中的主要对象。将本次研究患者随机地分为了对照组（n=53）和

观察组（n=53）。对照组患者内分别有 34 例男患者和 19 例女患者，

年龄的范围在 64~78 岁期间，年龄均值是（71.52±3.27）岁，每日

静脉滴注时间在 2~8 个小时，滴注时间的均值为（5.42±1.22）个

小时。观察组患者内分别有 30 例男患者和 23 例女患者，年龄的范

围在 67~79 岁期间，年龄均值是（72.37±3.55）岁，每日静脉滴注

时间在 2~7 个小时，滴注时间的均值为（5.16±1.39）个小时。比

较两个组别中患者的所有资料进行对比之后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

义（P＞0.05），可以实施后续的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当中的患者所实施的护理措施为常规护理，护

理的措施为采取常规护理手法对患者实施护理，以患者的不同症状

以及体位为依据对患者实施静脉治疗，并且对其实施分析以及观

察。观察组当中的患者所实施的护理措施为优质护理，主要的护理

措施为：1、入院之前：医护人员在接待患者期间需要进行自我介

绍，采取真诚、主动以及积极的态度和患者实施沟通以及交流，对

患者实施入院宣传教育，将医院内的环境卫生、患者主治医生、规

章制度以及医护人员等等及时告知患者，给予患者人性化的优质护

理服务，在和患者进行沟通期间需要注重语气以及沟通的技巧，保

持和蔼的态度和和善的微笑，与患者保持良好和和谐的交流氛围，

对患者所存在的不安情绪进行缓解，让患者能够更加配合相关的治

疗工作，保证护理工作实施的顺利程度。2、入院之后：医护人员

需要告知患者疾病发展的具体原因、治疗的主要方式、静脉治疗措

施的实施意义以及配合相关治疗措施的要点，同时还需要告知患者

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和预防并发症的主要措施等等，对患者的

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和认识度进行提升，让患者可以更为

顺利地配合相关的治疗措施，也可以让患者在后续的生活当中更好

地对自身的健康进行护理。3、操作检查措施：在实施检查期间需

要严格遵循无菌操作的主要原则，对无菌操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进

行核对，做好操作期间的每一个细节，对患者的信心进行认真地核

对，防止出现用药错误的情况，只有如此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患

者的身体健康进行保证，降低患者出现各类并发症的概率，避免患

者出现各类的感染。4、人员培训措施：相关的专职护理人员需要

实施业务培训，确保医护人员的穿刺技巧扎实，因老年住院患者存

在比较严重的血管老化情况，皮肤较为松弛，患者的血管承受能力

有着一定的限制，静脉滴注的时间需要长，所以，必须找到比较理

性化的血管实施穿刺，防止因为穿刺不当发生其他的风险。5、心

理护理：老年住院患者大多会因为疾病的因素出现不安和焦虑等情

绪，在加上家属对于老年患者的疏忽，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孤独感，

甚至还有部分的患者对治疗工作将会产生抗拒感，医护人员可以以

患者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对其实施心理干预，对患者的不安感和焦

虑感进行缓解，降低患者出现治疗风险的概率，对患者的心理承受

力进行提升。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个组别内患者的静脉输液相关知识评分、

不良反应出现率以及护理的满意程度。1、实施自行制定的静脉治

疗相关知识问卷对患者的静脉治疗知识进行评估，总分为 10 分，

患者的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的知识掌握程度越好。2、患者的不良反

应主要有静脉炎、输液反应以及液体外渗。3、医院制定的护理满

意度调查问卷对患者的护理工作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具体可以分为

了极为满意、满意和不满意，护理的总满意程度为极为满意度和满

意度之和。   

2. 结果 

2.1 两个组别患者静脉输液相关知识评分和住院时间情况比较 

观察组当中患者的静脉输液相关知识评分明显比参照组更高，住院

时间则明显比参照组更低，数据之间的差异具备显著的差异（P＞

0.05），数据的具体内容如表 1。 

表 1 两个组别患者静脉输液相关知识评分和住院时间情况比较

（ sx ± ） 

组别 例数 静脉输液相关知识评分（分） 住院时间（天） 

观察组 53 8.77±1.09 7.46±1.58 

参照组 53 6.58±1.25 8.99±1.43 

t - 9.613 5.227 

P - 0.000 0.000 

2.2 两个组别患者不良反应出现概率情况比较 观察组当中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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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不良反应出现概率为 3.77%，明显比参照组中患者的 16.98%更

低，数据之间的差异具备显著的差异（P＞0.05），数据的具体内容

如表 2。 

表 2 两个组别患者不良反应出现概率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静脉炎 液体外渗 
输液反

应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3 1（1.89） 1（1.89） 0（0.00） 2（3.77） 

参照组 53 3（5.66） 2（3.77） 4（7.55） 9（16.98） 

t - - - - 4.97 

P - - - - 0.026 

2.3 两个组别中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观察组当中患者

的不良反应出现概率为 98.11%，明显比参照组中患者的 81.13%更

高，数据之间的差异具备显著的差异（P＞0.05），数据的具体内容

如表 3。 

表 3 两个组别中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极为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3 31（58.49） 21（39.62）1（1.89） 52（98.11） 

参照组 53 25（47.17） 18（33.96）10（18.87）43（81.13） 

t - - - - 5.271 

P - - - - 0.022 

3.讨论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概念的界定，不分性别、职业、宗

教等，只要年龄60岁以上的称为老年人。卫生部曾经统计，60岁以

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

口伤残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

资源的1.9倍。为此，老年患者在医院的占比起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生理和心理上，老年人存在视力、听力、记忆力下降和感觉迟钝，

血管皮肤松弛、脆性增加、弹性下降，常有焦虑害怕、精神紧张等

特点。在静脉治疗上，老年人具有多种慢病并存，治疗方案复杂；

长期输液，反复穿刺；失能/半失能配合度低；输液并发症风险高；

疑难血管多，患肢废用等。为此，老年人在静脉治疗中存在一系列

问题。我国早在2010年就已经提出了“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

护理活动，这一活动的提出是对新型医疗卫生体质改革发展要求的

顺应。开展示范工程活动，能够给予患者更为连续、全程以及优质

的护理措施，积极创建良好的护患关系。优质护理措施的主要内涵

为对患者的基本需要进行满足，确保患者的安全性，提升患者的舒

适程度，对患者的心理进行平衡，得到患者家庭以及社会的支持以

及协调性，采取优质性护理措施对患者的满意度以及社会的满意度

进行提高。静脉治疗措施是临床当中一种比较广泛的一种治疗措

施，这一方式虽然能够对患者的效果进行保证，但是依旧有着一定

的技术风险。静脉治疗措施属于有效以及快速的一种给药方式，这

一治疗方式的起效时间快，给药的方式较为便利，在对各类疾病的

治疗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3]。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的治疗和医

院形象以及品牌有着极为直接的影响。在住院老年患者实施静脉治

疗护理技术操作的环节期间运用优质护理理念能够有效地提升患

者地安全度、满意程度以及舒适度。对老年住院患者实施优质护理

措施能够对医护人员的服务主动意识进行提高，创建更为和谐的护

患关系，对患者的护理措施满意程度进行提升。采取对护理服务理

念进行更新，将温馨的语言以及和蔼的微笑，在整个静脉治疗护理

技术的操作流程当中始终保持耐心、精心以及细心的护理服务，让

医护人员实施护理服务期间更加积极、负责以及主动，采取正面的

态度感染患者，进而对患者内心所存在的情绪进行消除，进而达到

最好的治疗效果[4]。采取优质护理措施能够对健康教育的效果进行

提升，让患者逐步由被动的治疗变为主动的合作，显著提升护理工

作实施期间的顺利程度。医护人员在护理期间需要多和患者进行沟

通以及交流，进而将良好的沟通作为纽带实施相关的健康教育工

作，对之前所实施的健康教育方式所存在的说教性以及形式化进行

克服[5]。采取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期间的教育效果进行及时的评

价能够达到强化指导地目的，对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对于疾病相关知

识的认知程度进行提升，不单单可以显著拉近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

的关系，同时还能够转移患者对于疾病的注意力，对患者的内在不

安和紧张情绪进行缓解[6]。此外，采取优质护理措施能够对医护人

员的业务水平以及综合素养进行提升，强化医护人员的责任感。现

阶段，国内的静脉治疗化护理管理措施越来越规范化、专业化、体

系化以及标准化，采取优质护理措施能够让医护人员更为全面地掌

握患者的疾病情况、护理以及治疗工作的进展，给予患者更为优质

化的护理服务[7]。在本次研究内，选取以及分析了2020年8月至2021

年11月之间我科内进行静脉治疗的106例住院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当

中的主要对象，将本次研究患者随机地分为了对照组（n=53）和观

察组（n=53），对照组当中的患者所实施的护理措施为常规护理，

观察组当中的患者所实施的护理措施为优质护理，比较两个组别内

患者的静脉输液相关知识评分、不良反应出现率以及护理的满意程

度之后发现，观察组当中患者的静脉输液相关知识评分明显比参照

组更高，住院时间则明显比参照组更低，数据之间的差异具备显著

的差异（P＞0.05）。观察组当中患者的不良反应出现概率为3.77%，

明显比参照组中患者的16.98%更低，数据之间的差异具备显著的差

异（P＞0.05）。观察组当中患者的不良反应出现概率为98.11%，

明显比参照组中患者的81.13%更高，数据之间的差异具备显著的差

异（P＞0.05）。由此可见，对老年住院患者进行静脉治疗期间对其

实施优质护理措施能够取得较好的护理效果。 

总而言之，在护理需要实施静脉输液治疗的老年住院患者的过

程当中，对患者使用优质护理措施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静脉输液知

识掌握度，降低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

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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