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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固定方法在降低重症新生儿留置针压疮中的应用效果

研究 
罗海霞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3) 

摘要：目的：探究改良固定方法在使用静脉留置针降低重症新生儿压疮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在我院就诊的静脉留置针应用重症新生

儿 60 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进行常规静脉留置针固定，观察组进行改良固定方法。统计两组重症新生儿家属的满意度以

及压疮等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观察组重症新生儿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压疮等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于使用

静脉留置针重症新生儿，应用改良固定方法，可有效提升重症新生儿满意度，降低留置针压疮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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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modified fixation method in reducing the pressure ulcer in severe newborns. Methods: 60 severe 

newborns with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fixed 

by conventional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nderwent improved fixation metho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families of severe 

newborns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such as pressure ulcers were counted.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of severe newborns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such as pressure ulcers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For severe newborns 

with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the modified fixation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severe newborns and reduc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dwelling needle pressure ul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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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疾病的治疗当中，输液是一种常用的途径，有一些重症

新生儿需要长期输液，如果反复穿刺会导致重症新生儿具有较大的

痛苦感。因此，临床上出现了静脉留置针，其具有能够快速建立静

脉通路，避免重症新生儿留置针中出现并发症的优点，因此被广泛

应用于各种重症新生儿疾病的治疗当中，尤其是对于手术的重症新

生儿，能够有效保护重症新生儿的血管，降低反复穿刺的痛苦，还

可以减少压疮率，提升护理质量。但是，在静脉留置针的应用过程

中，如果没有进行良好的固定，导致留置针套管脱出穿刺点、渗液，

可能会发生局部感染，造成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导致护理成本

增加。因此，应当对静脉流置针的固定方法进行改良，降低重症新

生儿留置针压疮的发生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4 月~2022 年 4 月在我院就诊的静脉留置针应用重

症新生儿 60 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名。所有早产儿都

因早产、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等原因入住我院 ICU 进行重症监护

的新生儿。对照组患者年龄(10 士 5. 6)d;体质量(2. 8 士 1. 1)kg，住院

期间共拔除留置针 576 次。观察组年龄(9.8 士 7. 0)d，体质量(2 6 士

1. 4)kg，共拔除留置针 585 次。两组新生儿在年龄、性别、体质量、

留置针拔除次数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纳入标准:(1)因高危妊娠或分娩过程中有并发症、极低出生体质

量、小于或大于胎龄、过期产，出生时 Apgar 评分小于等于 3 分，

10 min 小于等于 6 分，生后 1h 有病理症状的患儿;需要进行呼吸管

理、有单个或多个脏器功能衰竭、严重心律紊乱、严重水电解质紊

乱、溶血等原因入住 NICU 进行重症监护的患儿。(2)使用留置针进

行静脉输液。(3)无生命危险的患儿。排除标准:(1)病情严重，随时

有生命危险的患儿。(2)不需要使用留置针进行静脉输液的患儿。(3)

中心静脉置管的患儿。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1）使用常规无菌透明膜，将其中点与穿刺点对准，将两侧

压紧，把延长管折为 U 字形，标注好使用时间。（2）应用一次性

输液贴，将肝素帽固定，输液贴固定头皮针，并进行标注记录。 

1.2.2 观察组 

（1）无菌透明膜的一部分放于穿刺点左侧，剩余部分的无菌

透明膜放在另一侧，将其左右进行压紧。（2）剩下的透明膜将延

长管盘为 U 型，同时连接至套管根部，使用无菌透明膜，将二者固

定，同时粘贴标注好留置时间。（3）固定肝素帽，使用两条输液

贴，将头皮针固定，再使用一条无棉芯的输液贴固定针翼与皮肤上。

（4）使用含棉芯的一次性输液贴，将头皮针延长管固定于皮肤。

进行记录观察。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重症新生儿的满意度以及压疮等不良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结果由 SPSS26.0 统计学软件统计完成，若组间数据对比

结果差异显著 P<0.05，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重症新生儿满意度 

表 1 对比组间重症新生儿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数 

对照

组 
30 13（43.33） 9（30.00） 8（26.67） 22（73.33） 

观察

组 
30 17（56.66） 12（40.00） 1（3.33） 29（96.67） 

X2 - - - - 6.405 

P - - - - <0.05 

2.2 对比组间压疮等不良事件发生率 

表 2 对比组间压疮等不良事件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静脉炎 压疮 渗血 管路脱落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0 0（0.00） 1（3.33） 0（0.00） 0（0.00） 1（3.33） 

对照组 30 1（3.33） 2（6.66） 1（3.33） 2（6.66） 6（20.00） 
2c  - - - - - 10.322 

P - - - - - <0.05 

3 讨论 

静脉留置针（Vein Detained Needle），其构成包括不锈钢的芯、

软的外套管、塑料针座。穿刺过程中，将外套管、针芯一起刺入血

管，在套管送入血管后，抽出针芯，仅将柔软的外套管留在血管中，

实施输液的一种输液工具。传统的固定方法中，应用延长管三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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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外漏的情况。而重症新生儿在日常生活中，例如饮食、走

动时，留置针的外露部分，可能会与衣物勾连，产生、牵拉摩擦。

与此同时，肝素帽、止血器、延长管等，也具有重力，可能会导致

一次性输液贴松动、脱落，这就导致应当经常更换输液，贴或者对

相关零件进行重新固定。而一旦未能及时更换固定，在重力作用下，

肝素帽、延长管发生移位，这就会引发留置针活动，对静脉壁产生

刺激，引发药液外渗或渗血，情况严重可能会出现静脉炎或意外拔

针，造成重症新生儿的痛苦。 

重症新生儿留置针压疮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儿童本研究结果

表明，重症新生儿留置针压疮发生率明显高于同期普通病房非新生

儿。新生儿由于皮下组织疏松，皮下组织丰富，尤其是手背、足背，

任何外力持续作用均可引起局部皮肤改变;尤其是重症新生儿，全身

情况差，免疫力低、皮肤薄、感觉相对迟钝、缺乏表达能力，穿刺

部位自粘式弹力绷带遮挡，出现压疮难以第一时间发现、处理。应

用静脉留置针时由于透明敷料粘贴过紧，粘贴之前没有塑形，留置

针尾端连接输液接头处较硬，螺口输液器等附加装置过多，针柄、

输液接头直接接触皮肤，留置针留置时间长，局部皮肤承受压力相

应增加，加上新生儿皮肤薄，易损性增加，营养状况差等原因使留

置针的尾部及输液接头等附加装置贴近皮肤处易出现压疮。因此，

重症新生儿留置针压疮发生率较高。在既往的临床工作中，有重症

新生儿曾在夜间活动时，出现意外，导致静脉留置针没有固定牢固，

自行滑脱，延长管下垂，引发回血，这就会导致重症新生儿产生负

面情绪、疼痛等，需要重新固定，不仅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

还可能会造成医患摩擦。而改良固定时，将延长管的绝大部分牢固

固定于皮肤上，这样可以避免自行脱落或下垂。避免重症新生儿出

现回血的情况，降低了静脉炎等压疮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对于使用静脉留置针重症新生儿，应用改良固定方

法，可有效提升重症新生儿满意度，降低压疮等不良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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