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护理

40 

 医学研究 
 

静脉留置针在小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余学琴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妇幼保健院儿科 河南省  南阳市  473300） 

【摘  要】目的：分析并探究静脉留置针在小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在本院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接受输液治疗的 80 例

患儿作为临床研究和观察的对象，并根据随机的方法将其分为每组各 40 的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的患儿使用传统的头皮针，而观察

组患儿则采用静脉留置针的方法进行穿刺，对比两组患儿在不同的输液穿刺的情况下其临床应用效果。结果：观察组患儿的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且护理效果也比较明显。结论：在小儿护理工作中，应用静脉留置针，可以有些减少患

儿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还能提高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应用和推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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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也叫套管针，是传统头皮针的一种创新，与头皮针

相比，这种方法的优势更多，其应用方法更加的便捷简单，而且其

套管比较柔软，其可以有效的减少多次穿刺带来的痛苦，还能减轻

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对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以及提高临床应用效

果有重要的作用，在小儿临床护理中有广泛的应用和推广。本次研

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究静脉留置针在小儿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
[2]，特抽取了 80 例患儿为临床研究的对象，现具体报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在本院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接受输液治疗的 80

例患儿作为临床研究和观察的对象，并根据随机的方法将其分为每

组各 40 的对照组和观察组，所有患儿家长均知情，也获得了家长

的同意。其中对照组患儿中男性患儿数量为 22 例，女性患儿数量

为 18 例，年龄在 2-6 岁，平均年龄为（3.4±0.5）岁；观察组患儿

中男性患儿的数量为 24 例，女性患儿的数量为 16 例，年龄在 2-7

岁，平均年龄为（3.6±0.58）岁。两组患儿的病情、性别以及年龄

方面没有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应用常规的头皮针进行穿刺，观察组患儿则应用静

脉留置针进行穿刺，具体内容如下：①确定穿刺部位，应用静脉留

置针最关键的就是确定穿刺的部位，需要选择患儿弹性良好且血流

比较丰富的血管，一般选择部位为患儿的耳后静脉或者手足背静

脉。若是遇见一些血管条件不好的患儿，则可以局部涂抹一定的血

管扩张剂，并进行一定的热敷，从而提高穿刺的成功率；②对穿刺

部位进行一定的消毒处理，消毒直径为 8cm×8cm，将输液管与头

皮针进行连接，并在肝素帽内插好头皮针，在消毒完成后方可在静

脉走向后的 0.3-0.5cm 处进行扎针，回血之后压低大约 5°-15°，

然后继续扎针 0.2cm；③封管，在每次完成输液后，做好封管处理

是十分重要的，需要使用少量肝素钠盐水来做封管工作，并使用 5ml

肝素对肝素帽来消毒，然后从边缘一边推近封管液一边拔出输液

针；④护理，在进行穿刺时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护理工作，使家长明

确留置针的作用以及后期的护理；在患儿进食时不可进行穿刺，并

鼓励患儿，使其更好的接受穿刺；在留置针留置的过程中，患儿不

能进行剧烈活动，并保管好留置针，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做适当的热

敷，促进血液循；留置针的留置时间一般为 3-5 天，每日需做好消

毒工作[3]。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儿临床中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渗血、潮湿、渗液、

脱落、污染）以及护理工作满意度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对所得数据和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

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均用[n（%）]表示，当 P<0.05

时，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工作后，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其不良反应

的发生情况以及护理工作满意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详

情见表 1、表 2 

表 1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渗血 渗液 脱落 污染 发生率 

对照组 40 7 5 3 1 40% 

观察组 40 1 1 0 0 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 两组患儿护理工作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40 21 8 11 72.5% 

观察组 40 34 5 1 97.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结论 
静脉留置针属于一种常见的血管内的输液导管，在小儿输液护

理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而应用和推广，由于小儿静脉血管比较敏感

和脆弱，在进行输液穿刺的过程中有很大的难度，而应用静脉留置

针，则能提高穿刺的成功率，还能减少反复穿刺对患儿的影响，可

以为患儿建立长时间的静脉通道，为用药提供了方便，同时还能有

效的提高治疗效果。本次的研究结果显示，应用静脉留置针，可以

有效的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还能提高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不仅

如此，还能减少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对提高和改善患儿的治疗效果

均有重要意义。 

总之，静脉留置针小儿护理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减少和避免

多次穿刺给患儿带来的痛苦，还能提高穿刺的成功率，值得在临床

中应用和推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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