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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院门诊静脉输液患者中实施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王丽萍 

(东阿县刘集中心卫生院  山东聊城  252213) 

摘要：目的：探究将综合性护理干预方法应用在卫生院门诊静脉输液患者中产生的具体效果。方法：从东阿县刘集中心卫生院中抽取出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进行输液治疗的患者 180 例。按照患者治疗的时间以随机的方式进行分组，其中的 90 例纳入到对照组中，另外的 90

例纳入到观察组中。对照组患者在输液的过程中给予常规的护理方法，观察组患者在输液期间实施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具体包括对患

者的输液环境进行干预、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同时在患者输液前、输液中及输液后均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对比输液情况、护理满意

度及满意评分。结果：观察组穿刺失败率、液体外渗率、疼痛率及出血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护理满

意度上，观察组患者及其家属对于输液整个过程中的护理工作更加满意，满意度更高，各项满意评分也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对于在卫生院输液治疗的患者实施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能够提高输液质量，减少不良事件的发

生，赢得患者及其家属对于护理过程的满意，值得在基层卫生院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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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卫生院是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基础性医疗服务的重要机

构，对常见基础性疾病能够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其中静脉输液治

疗是常用的方法，能够较快地获得治疗效果，赢得患者的满意。近

些年，人们的卫生保健意识越来越强烈，在就诊治疗疾病的过程中

不单单是获得治愈的效果，同时还要求享受到更加高效优质的护理

服务，以在治疗的过程中提高舒适度，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乡镇

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构成相对来说学历参差不齐，尤其是护理队伍专

业素养并不强，在实施护理的过程中细节做得不到位，对于患者的

身心需求并不能给予充分的满足，只是为患者提供基础性的护理，

以确保疾病得到转归。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在静脉输液治疗的患

者中给予常规的护理方法，整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而综合性的护

理方法从疾病治疗的方方面面进行考虑，关注患者的身心需求，为

患者营造一个更加舒适的治疗环境，提高护理质量，赢得患者的满

意。本研究以 180 例静脉输液的患者为观察对象，并将其进行分组，

证实了综合护理方法在静脉输液患者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东阿县刘集中心卫生院中抽取出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

进行输液治疗的患者 180 例。其中有男性患者 100 例，女性患者 80

例，患者的最大年龄为 67 岁，最小年龄为 15 岁。所有患者均进行

静脉输液治疗。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次研究表示知情同意，并

签订了书面同意书。按照患者就诊时间先后以随机的方式进行分组

处理，其中的 90 例纳入到对照组中，另外的 90 例纳入到观察组中，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构成情况显示组间差异并不大（P＞0.05），可

进行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中的 90 例患者在输液中给予常规的护理方法，包括做

好静脉穿刺前的各项准备，为患者调整好输液速度，输液完成后对

穿刺点进行按压，防止出血。观察组中的 90 例患者则在整个输液

过程中实施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

为患者营造良好的输液环境：对于输液治疗的患者来说，输液室的

环境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一定的影响。良好的输液环境会使得患者

在治疗中放松心情，缓解紧张、恐惧的心理，利于输液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1]。因此，作为护理人员应为患者营造良好的输液环境，

保持输液室的干净、整洁、舒适、安静，将室内的温度及湿度调到

最佳的范围内，保持良好的通风。同时，要定时对输液室进行消毒，

防止出现交叉感染[2,3]。另外，护理人员应在着装上保持整洁，仪表

要端庄，言谈举止要亲切，让患者在生理及心理上都更加舒适，从

而利于输液治疗的开展[4]。（2）对患者进行健康知识宣教：输液治

疗患者往往会在心理上存在恐惧感，尤其是年龄较小的患者，害怕

穿刺疼痛，再加上在输液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不良事件造成二次穿

刺，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老年患者由于血管选择上有一定的困难也

会导致穿刺不顺利，部分患者会发生多次穿刺。这均会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患者的负性情绪。因此，作为护理人员应在输液前进行相关

知识的健康宣教。宣教的方法包括在输液室悬挂宣传横幅，在走廊

和输液室墙壁上张贴输液相关的图片，或是采取发放健康知识单及

向患者口头进行宣传，以增加患者对疾病及输液相关知识的认知
[5,6]。另外，护理人员还应向患者一对一介绍静脉输液知识，并告知

其在输液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3）服务态度干预：在对患者

实施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患者沟通中要使用温和的语

气，以积极的态度来为患者提供服务，在交谈的过程中向患者渗透

普及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让患者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来面对输液

治疗[7,8]。（4）输液前的护理干预：当护理人员在接到输液处方单

及药物后要仔细地一一核对，确保无误后再开始配药。完成配置药

液后还要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制度，认真核对确保无误后在输液

瓶或是输液袋上签名予以确认。对于不同的药物护理人员应掌握好

不同配置后的有效时间[9]，如抗生素类的药物要做到现配现用，必

须保证在有效的时间内对配置好的药液使用完；对于用来做皮试的

药物，患者做完皮试后必须在处方单子上标明患者的皮试结果并签

名予以确认。同时，护理人员要具备熟练的穿刺技术，避免出现反

复穿刺的情况。在进行穿刺中护理人员要严格按照无菌技术进行操

作，以免出现穿刺部位的感染。若输入的药物具有较为强烈的刺激

性，护理人员要关注药物的浓度，尽量避免对血管壁造成强烈的刺

激[10,11]。（5）输液中的护理干预：在输液中护理人员向患者讲清楚

输注药物的名称、剂量、输注顺序、输注速度、输注时间及可能发

生的不良反应。尤其要告知患者输液速度对身体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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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患者自行调节输液速度。在输液中护理人员应加强对患者的巡

视，了解患者的需求并尽量满足，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要做到及时发

现、及时处理[12]。（6）输液后的护理干预：输液完成后护理人员应

告知患者适度按压穿刺部位，确认患者没有发生不良反应，若有患

者出现了不良反应应做好相应的处理[13]。 

1.3 观察指标 

对比输液情况、护理满意度及满意评分。其中穿刺失败率、液

体外渗率、疼痛率及出血率来衡量输液情况。护理满意度根据患者

及其家属对问卷调查表内容的评分划分为非常满意（95 分以上）、

基本满意（70-95 分）、不满意（低于 70 分），满意度计算方法为

非常满意率与基本满意率之和。满意评分包括的内容有对护理人员

的服务态度、服务行为、沟通技巧，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分数越

高则代表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情况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2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满意评分的指

标记为计量资料，表示方法为（ x ±s），检验方法为 t，输液情况

及满意度记为计数资料，表示方法为（%）。检验方法为χ2，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则使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输液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穿刺失败率、液体外渗率、疼痛率及出血率均低于对

照组，说明观察组的输液情况更好，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比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输液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穿刺失败 液体外渗 疼痛 出血 

观察组 90 7（7.78） 4（4.44） 14（15.56）12（13.33）

对照组 90 1（1.11） 1（1.11） 2（2.22） 1（1.11） 

2.2 两组护理满意评分比较 

观察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行为、沟通技

巧评分均在 90 分上，且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比数据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服务态度评

分 

服务行为评

分 

沟通技巧评

分 

观察组 90 93.26±5.38 94.17±5.28 92.34±4.78 

对照组 90 78.65±5.19 81.32±5.04 82.65±4.71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比数据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n） 

基本满意

（n） 
不满意（n）

满意度

（%） 

观察组 90 82 7 1 98.89 

对照组 90 67 11 12 86.67 

3 讨论 

当前，静脉输液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方法，其具有见效快、效果

显著的优点，在基层卫生院中是使用率最高的治疗方法。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及疾病治疗的需求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患者不仅仅是要求疾病得以治愈，更需要在治疗的过程中享

受到更加舒适满意的护理服务。一方面能够促进疾病的转归，另一

方面能够让患者保持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减轻他们在治疗中的痛

苦。在静脉输液治疗中也不例外，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情况实施

有效的护理干预，尽量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提高身心舒适度[14]。

综合护理干预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干预方法，其在常规护理方法的

基础上更加重视患者为中心，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从治疗的

环境上、治疗的整个过程及治疗完成后不同的阶段实施不同的护理

干预措施，给予患者主动的关怀与鼓励，并为患者提供高超的治疗

技术，从而最终达到提高护理质量的目的[15]。 

本研究将综合性护理措施应用在了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中得

出的结果显示，输液情况更优、满意评分及满意度更高，与给予常

规护理方法的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

见，在卫生院输液治疗的患者中实施综合性的护理方法能够收到理

想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基层卫生院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中应用综合性的

护理干预措施能够大大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保证输液的顺利进

行，赢得更多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可对该护理模式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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