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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新生儿输液护理中综合护理干预的开展方法以及具体效果。方法：本次研究主要围绕新生儿输液护理来开展，选择 2018
年 10 月到 2018 年 12 月开展常规护理，作为常规组，然后选择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3 月开展综合护理干预，作为综合组，然后比较相关

指标来评估两种护理干预的效果。结果：在综合组中，一次穿刺成功的有 78 例，成功率为 96.30%，在输液过程中出现 2 例不良情况，发

生率为 2.47%，同时护理满意率为 98.77%，投诉发生率为 1.23%；在常规组中，一次穿刺成功有 70 例，成功率为 86.42%，在输液过程中出

现 5 例不良情况发生，发生率为 6.17%，同时护理满意率为 85.19%，投诉发生率为 4.94%，对比上述数据，综合组整体较优（P<0.05）。结

论：综合护理干预的实效性及适用性非常强，能够为新生儿输液提供更加优秀的护理服务，增强家属认同，减少投诉纠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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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10 月到 2018 年 12 月开展常规护理，作为常规组，
然后选择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3 月开展综合护理干预，作为综合
组。两组都按照统计学方法选择 81 名新生儿输液患者来参与研究，
其中常规组男 47 人，女 44 人，人均年龄（6.72±1.32）d；综合组
男 45 人，女 46 人，人均年龄（5.87±1.58）d。以上数据所对应的
P 值，按照统计学方法进行计算，均超过 0.05，说明数据的差异性
在统计学中不具备意义。 

1.2 方法 
为两组新生而采用不同的输液护理措施。常规组应用常规性输

液护理，按照穿刺要求进行规范穿刺，在穿刺成功后进行输液，并
调整输液速度，以及患儿输液位置的皮肤变化。综合组采用综合护
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1）做好穿刺前的预防护理。根据患儿需
要静脉注射的药物种类以及浓度等来评估患儿静脉情况，尽可能选
择近端较粗、弹性好、比较直的静脉来开展穿刺，同时在穿刺过程
中必须尽可能避免伤到静脉瓣血附近的血管和关节，同时为了避免
患儿在穿刺过程中出现针头滑脱，必须做好对穿刺位置的固定，一
次来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同时对于刺激较强的药物，还需要提前
涂抹喜辽妥[1]。（2）加强定期巡视，做好输液异常干预。由于新生
儿自身缺乏自控性，所以在静脉输液中必须加强巡视管理，及时检
查新生儿在输液中有无异常，比如渗液水肿、感染等等，及时进行
处理，避免情况恶化。对于渗液情况则需要进行评估，对于轻微渗
出，则需要先拔出套管针，然后用棉球按压穿刺位置；对于较为严
重的渗出，也需要先拔出套管针，按压穿刺位置，并对渗出位置进
行按摩，同时需要实时观察肿胀情况来及时调整处理方法，尽快使
渗液排出、肿胀消退[2]。（3）加强健康宣讲。护理人员需要提前将
与新生儿输液相关的各种注意事项告知家属，尤其对于各种禁忌以
及异常反应表现更必须确保家属清楚掌握，以此来避免患儿家属做

出一些不规范举动而影响新生儿输液的安全，提升患儿家属在新生
儿输液方面的知识掌握程度。（4）规范输液流程，提高技能水平。
对于新生儿护理必须按照临床输液要求明确相应的输液流程，并定
期开展技能培训和技能竞赛，此来增强护理人员的临床水平，提高
穿刺成功率，增强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综合能力。 

1.3 观察指标 
一次穿刺成功率；静脉输液中的不良情况；护理满意率；投诉

事件。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的分析处理都是通过 SPSS20.0 软件来完成的，数据在处理

完成后按照（ -

x ±s）和 n%的形式来进行表示，用 X2 和 t 来进行检
验。只有在 P<0.05 的情况下，才能够说明数据的差异在统计学中
具备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新生儿静脉穿刺中的成功率和不良情况比较 
回顾分析所有患儿的静脉输液情况，在综合组中，一次穿刺成

功的有 78 例，成功率为 96.30%，在输液过程中出现 2 例不良情况，
发生率为 2.47%；在常规组中，一次穿刺成功有 70 例，成功率为
86.42%，在输液过程中出现 5 例不良情况发生，发生率为 6.17%。
因此在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后更有助于促进护理水平和输液安全的
提升，且 P＜0.05，数据的差异性在统计学中具备意义。 

2.2 两组投诉事件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率比较 
经过进一步的统计可知，在综合组中，最终有 80 名患儿家属

给出了满意评价，满意率为 98.77%，同时有 1 人提出投诉发生率
为 1.23%；常规组中有 69 名患儿家属给出满意评价，满意率为
85.19%，4 人提出投诉，发生率为 4.94%，所以在应用综合护理干
预后更有助于提升满意率，减少投诉纠纷，且 P＜0.05，数据的差
异性在统计学中具备意义，具体数据可以参考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和投诉事件比较（n%） 

分组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投诉事件 

综合组 81 62 18 1 80（98.77%） 1（1.23%） 
常规组 81 43 26 13 69（85.19%） 4（4.94%） 

P     ＜0.05 ＜0.05 

3 讨论 

在临床输液中，新生儿输液穿刺的难度相对较大，其原因一方
面在于新生儿血管较细，皮肤薄，发育不成熟，另一方面则在于医
护人员在穿刺中选择不当或者技术不熟练所导致的[3]。并且在新生
儿静脉输液中也容易产生渗液、皮肤炎症、肿胀、感染等不良情况，
其也与新生儿自身血管发育情况相关。因此在临床中需要探究更加
切实有效的护理措施，所以本文通过应用穿刺前预防护理、加强定
期巡视、做好健康宣讲、规范输液流程、加强技能培训等方面的综
合护理干预措施，大大减少了临床中的投诉事件和不良情况，并且
提高了一次穿刺成功率和护理满意率，具体数据可以参考上文。综

上所述，在新生儿静脉输液护理中，应该做好对综合性护理措施的
应用和研究，不断促进护理水平和护理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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