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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住院患者静脉治疗中，通过实施规范化管理对静脉治疗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收治的

住院患者 80 例进行分析，分 2 组。对照组用常规护理，观察组用规范化管理。对比两组护理情况。结果 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人员

理论知识、技能考核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静脉质量中，通

过规范化管理护理措施，能促进护理质量的提升，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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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质量为临床常用的一种治疗方式，临床使用率较高[1]。许

多疾病的治疗需要接受药物输入方式进行干预，以促进患者的病情

改善[2]。为保证患者的静脉治疗效果，就需要在静脉治疗期间采取

有效的护理措施进行干预，其护理质量的细节及服务质量也是影响

患者静脉输液治疗整体质量的关键所在[3]。有研究发现，在为患者

开展静脉治疗的过程中，易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如等候输液时间

过长、静脉穿刺次数等，都会影响到患者的满意程度。为保证患者

的治疗效果，提升患者的满意度，就需要不断提升护理质量。本研

究就规范化管理干预措施的实施进行分析探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近 1 年收治的住院患者 80 例进行分析，分 2 组。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P＞0.05），有可比性。 

表 1 一般资料 

组别 研究时间 例数 男（例） 女（例） 年龄（岁） 平均年龄（岁） 

观察组 40 22 18 23~63 43.22±13.82 

对照组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40 23 17 25~64 43.18±13.67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规范化管理，措施如下：①

成立静脉治疗护理小组。挑选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成立静脉会诊

及治疗小组。根据护理部门的引导，治疗小组参与静脉治疗工作。

定期开展规范化操作实践等培训活动，以促进其专业技能的提升。

由会诊小组负责对患者开展会诊，进行查房，对存在特殊病症的患

者进行记录。②加强护理人员技能及理论培训。医院需定期组织静

脉治疗的护理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包括血管解剖知识、维护流程知

识、血管超声知识、穿刺技巧等。在培训后应当定期进行考核，在

其通过考核后才能参与护理工作。③完善质量评价。护理人员需在

安全目标及静脉治疗的基础上，建立关于感染控制、管道维护及管

理。穿刺工具、高危药物运作等质量标准，并根据标准定期对护理

工作进行评分并总结。④加强护理管理及监督。在开展护理工作期

间，定期对护理工作进行质量控制检查，了解输液质量中存在的问

题，并及时反应。⑤风险管理。在开展静脉治疗中，应有效识别其

中存在的风险，并对其风险程度进行评估，加强风险管理工作。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人员理论知识、技能考核评分。

对比两组满意度及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对比数据用 spss23.0 软件处理，用 t 检验（n， sx ± ），用 x2

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评分 

观察组护理质量、理论知识、技能考核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评分对比（n， sx ± ） 

组别 例

数 

护理质量评分 理论知识评分 技能考核评

分 

观察

组 

40 93.85±19.74 95.72±19.83 92.96±18.74 

对照

组 

40 70.19±13.36 70.23±12.59 71.17±13.64 

t - 6.278 6.863 5.946 

p - 0.000 0.000 0.000 

2.2 满意度 

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18（45.00） 20（50.00） 2（5.00） 95.00 

对照组 40 15（37.50） 16（40.00） 9（22.50） 77.50 

x2 - 1.161 2.020 12.912 12.912 

P - 0.281 0.155 0.000 0.000 

2.3 并发症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并发症对比（n，%） 

组别 例数 静脉炎 过敏性皮炎 血栓形成 并发症 

观察组 40 1（2.50） 0（0.00） 1（2.50） 2（5.00） 

对照组 40 2（5.00） 2（5.00） 2（5.00） 6（15.00） 

x2 - 0.866 5.128 0.866 5.556 

P - 0.352 0.024 0.352 0.018 



 

全科护理 

 67 

医学研究 

3 讨论 

在人们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的变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各种

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医院接诊的患者数量不断增多[4]。且许多疾

病的治疗需要采取静脉输液方式进行干预，患者数量的增多为静脉

输液的护理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随着静脉治疗护理工作中压力

的增大，势必影响到临床的护理工作质量[5]。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

提升，对于卫生服务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如今在临床护理工作中，

对静脉治疗的规范化管理已成为临床护理中的重点关注内容。在规

范化管理干预的实施下，能通过为静脉治疗护理人员进行系统化、

规范化培训，能有效促进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理论知识及置管技

术的提升，能更好地掌握血管解剖相关知识，提升护理人员的应急

事件处理能力及并发症处理能力，更好地开展临床静脉治疗护理服

务，显著提升护理质量。 

本次研究显示，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理论知识、技能考核评

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综上，在静脉治疗中，通过规范化管理能促进患者护理质量的

提升，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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