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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在儿科静脉留置针封管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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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在儿科静脉留置针封管中，应用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的临床疗效。方法：2019.12 至 2021.5，84 例在我院儿科收治的行
静脉留置针患儿，按照随机抽签分组的方法，随机将之平分为每组 42 例的 2 组，即对照组（生理盐水封管）和观察组（低分子肝素钠注射
液封管），对比在封管效果、两组的不同。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堵管、脉管炎、自发性出血发生率更低，留置时间＞2d 的
发生率更高（P＜0.05）；与置管前相比，两组拔针 24h 后并没有明显差异，且两组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儿科静脉留
置针封管中，应用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后，可明显提升置管效果，更少引发出血反应，其应用价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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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可在临床中长期留置，是一种先进的新型输液器

材，并且使患者感到舒适。在儿科静脉留置针的应用中，由于其可
减少对患儿的血管刺激，且不容易脱出血管外，可保护换位穿刺静
脉，因此具有广泛应用价值。而留置针保留是否成功，输液是否通
畅，封管操作是关键环节，其封管方法较多，且各有优缺点。经过
临床观察，2~5ml 的肝素钠注射液是较为安全有效的剂量，可防止
生理盐水堵塞血管，提高护理人员工作效率，从而减少患儿痛苦[1-2]。
为了探究在儿科静脉留置针封管中，应用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的临
床疗效，本文选取 84 例在我院儿科收治的行静脉留置针患儿，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4 例在我院儿科收治的行静脉留置针患儿，按照随机抽签分组

的方法，随机将之平分为每组 42 例的 2 组。对照组中，男 26 例，
女 16 例，平均年龄为（3.16±1.03）岁；观察组中，男 25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为（3.22±1.25）岁。通过统计学分析，两组的一
般资料没有明显差异（P＞0.05）。 

纳入标准：预估静脉输液时间超过 1 周；所有患儿家属均对本
次研究基本内容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存在凝血功能障碍者；穿刺
部位血管不适合穿刺者。 

1.2 方法 
所有患儿均予以 24G 静脉留置针，在无菌化原则下，对患儿血

管饱满的静脉管进行穿刺，置针成功后用贴膜及胶布进行固定。应
用生理盐水封管的患儿纳为对照组，用 5ml 注射器修 0.9%生理盐
水 5ml，每次封管间隔时间为 6~8h。应用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封管
的患儿纳为观察组，150ml 生理盐水中加入肝素钠 12500U（2mg）
备用，输液结束后用肝素钠盐水 2ml，注入完毕再将留置针上的导
管锁锁上，确定导管通畅。 

1.3 观察指标 
对比在封管效果上，两组的不同，包括堵管、脉管炎、自发性

出血以及留置时间＞2d 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经 t 检验，

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结果 
2.1 对比在封管效果上两组的不同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堵管、脉管炎、自发性出血发生

率更低，留置时间＞2d 的发生率更高（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在封管效果上两组的不同（ sx ± ） 

组别 例数 堵管 脉管炎 自发性出血 留置时间＞2d 
观察组 42 0 0 0 40（95.24） 
对照组 42 3（7.14） 1（2.38） 1（2.38） 16（38.10） 

t - 7.404 2.409 2.409 73.466 
P - 0.007 0.121 0.121 0.000 

2.讨论 

静脉留置针又被称为套管针，其具有柔韧性好、对血管刺激小
等特点，可是患儿在留置的过程中保持舒适感，并且对于需要长期
输液的患儿，可减少患儿输液次数。但由于患儿的年龄较低，且体
位易发生变化，因此其治疗依从性并不高，而且在以往的生理盐水
注射液中，容易发生血管堵塞现象，从而影响其留置针保留时间[3]。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堵管、脉管炎、
自发性出血发生率更低，留置时间＞2d 的发生率更高（P＜0.05）；
与置管前相比，两组拔针 24h 后并没有明显差异，且两组的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P＞0.05）。基于此，说明在儿科静脉留置针封管中，
应用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具有不良事件发生率低，出血反应少的优
势，且并不对患儿的凝血功能造成影响。主要原因是因为（1）应
用生理盐水封管，主要是因为其可维持细胞外液的容量及渗透压，
与患儿的生理需求相符合，但当患儿病情较为危重时，其血液会发
生高凝状态，常规应用生理盐水并不能抵抗凝血功能障碍的发生
[4-5]。（2）并且由于患儿可能会产生哭闹、喜欢四处活动的特点，容
易静脉回血，其治疗依从性较差；以及其血管细小，因此，长时间
的生理盐水封管，会导致护理人员工作任务的加重，并且还提升患
儿的治疗痛苦，加重经济负担。（3）而肝素钠注射液具有较高理化
特性，能够在静脉留置期间形成较好的抗凝作用，患儿没有明显的
出血现象，并且对患儿的凝血功能不会造成不良影响，其实施安全
性好；同时肝素钠注射液的使用至减少封管发生的关键，可延长置
针的寿命，进而减少发复穿刺的痛苦。（4）并且低分子肝素钠注射
液已在临床较多研究中证实在安全适用范围，本研究也证明其具有
较低的封管堵管率，一般不建议使用高浓度肝素液封管[6-7]。此外，
在临床中静脉留置针操作时，应该选择条件较好的血管，并严格坚
持无菌化操作，以减少感染的发生。 

综上所述，在儿科静脉留置针封管中，应用低分子肝素钠注射
液后，可明显提升置管效果，更少引发出血反应，其应用价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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