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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讨论静脉输液治疗中以人性化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 取 2020 年 7 月-2021 年 7 月我院静脉输液治疗患者 82 例，随机划成：

对照、观察两组（各 41 例）。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人性化护理，比较两组的不良事件、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的不良事件低于对照组（P

＜0.05），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人性化护理模式的价值显著，可大大降低静脉输液治疗中的不良事件，且还能获得患者的高

度满意，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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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静脉输液已经成为了临床普遍的治疗方式之一，该方法

能够将液体静压和大气压有效利用起来，经静脉通道将相关的治疗
药物或电解质、营养物质等输送至患者体内[1]。依照注射位置的差
异，临床现将静脉输液主要分成了两种类型，即外周静脉输液、中
心静脉输液；而依照输入物质的差异，则又将其分为了高营养输液
与输血等类型。虽然静脉输液有着诸多的优势所在，操作也十分简
便，但对相关医护人员的专业操作技能也有着较高要求，如若输液
操作失误或不当，则会加剧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造成患者穿刺失
败，疼痛感也十分强烈[2]。鉴于此，本文将把人性化护理模式应用
其中，并分析该护理加入后的意义。现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 2020 年 7 月-2021 年 7 月我院静脉输液治疗患者 82 例，随

机划成：对照、观察两组。组间资料对比后，见：P＞0.05，迎合研
究实施标准。具体数据信息如表 1： 

表 1 两组信息资料比较（n, sx ± ） 
组别 例数 女性 男性 年龄范围（y）平均年龄（y） 

对照组 41 15 26 21-77 49.53±4.51 
观察组 41 16 25 20-77 49.35±4.12 

X2/t  0.052 - 0.189 
P  0.820 - 0.570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常规护理。即参照相关的静脉输液标准进行操作，同时

注重对患者病情、身份等的核实，确保患者输注药物的正确性。 
1.2.2 观察组 
观察组人性化护理。具体如下：①环境护理：保持输液环境的

干净、无菌，并在病房或输液室内投放垃圾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还可设置饮水机、电视机，以保证患者饮水需要，缓解输液中的无
聊现象。②心理护理：输液前，以耐心态度将所输注的药物名称、
效果和不良反应进行告知，并不断给予患者鼓励和安慰，缓解患者
的输液紧张感，使其以正确态度面对治疗；穿刺过程中，应尽可能
的转移患者注意力，并安抚患者不必紧张，若遇穿刺失败，还应立
即与患者表示抱歉，并讲述失败的原因，并邀请经验丰富的同事予
以帮助，鼓励患者做好配合，确保 1 次穿刺成功。③输液巡视：输
液过程中，应不断对患者的病情和神情进行观察，定时定点进行患
者输液情况的巡查，并上前查看输液管有无扭曲或变形，是否有渗
水现象发生，穿刺部位皮肤状况如何，有无肿胀与疼痛；若患者群
体特殊，为老人、小孩，则还应增加巡视的次数，一旦发现输液中
有问题存在，则应马上予以处理和应对，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④
输液后护理：当患者结束输液后，则应规范操作，以快、准的形式
将针头拔出，以免患者发生血肿，拔出后叮嘱患者以棉签按压，保
持 3 分钟后，见穿刺部位无出血后，即可停止按压。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的不良事件。如液体外渗、导管移位、导管堵

塞、穿刺失败等，计算总发生率。 
（2）观察两组的满意度。通过问卷进行患者满意度的收集，

分为十分/五分/非满意三种，满意度=（十分满意率+五分满意率）。 
1.4 统计学检测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对资料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

（ sx ± ）与计数资料（%），分别应用 t、x2 检验，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的不良事件 
观察组的不良事件低于对照组（P＜0.05）。如表 2： 

表 2 两组的不良事件[n(%)] 
组别 例数 液体外渗 导管移位 导管堵塞 穿刺失败 不良事件发生率 

对照组 41 4（9.76） 3（7.32） 2（4.88） 5（12.20） 14（34.15） 
观察组 41 0（0.00） 0（0.00） 1（2.44） 1（2.44） 2（4.88） 

X2      11.182 
P      0.001 

2.2 两组的满意度 
观察组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如表 3： 

表 3 两组的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五分满意 非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41 16（39.02）16（39.02）9（21.95）32（78.05）
观察组 41 22（53.66）18（43.90）1（2.44） 40（97.56）

X2     7.289 
P     0.007 

3 讨论 
静脉输液在临床中的应用频率越来愈高，其为一项专业的技

术，对相关人员的要求也更高，每位护士均必须有效掌握该技能[3]。
然而，在实际的医院静脉治疗中，患者众多，护理人员往往会出现
人手不足现象，输液的环境也较为简单，一旦静脉护理不当，则会
加剧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同时，患者的内心也将出现各种负面情
绪，加剧了医护纠纷的产生可能。因此，必须进行医院自身的医疗
质量的改良与提升。 

人性化护理模式则为一项积极可行的干预模式，护理时始终将
患者作为黑核心与重心，对患者而言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4]。本次

研究内，则将该护理用于了静脉输液治疗患者中，实现了患者生理、
心理等多方面的干预，将静脉治疗中常见的不良事件进行了有效预
防，并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系，价值斐然。结果中显示，观察组（人
性化护理）的不良事件远低于对照组（常规护理），且观察组患者
对护理的满意度也更高（P＜0.05），有效证实了人性护理模式的价
值所在。 

综上所言，人性化护理模式的价值显著，可大大降低静脉输液
治疗中的不良事件，且还能获得患者的高度满意，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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