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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讨静脉留置针封管技术的现状研究及进展，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更安全有效的封管技术，延长留置针的有效留置时间；简化操作

流程，提高护士工作效率；减轻病人经济负担，避免过多操作环节导致增加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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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在我国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我国临床输液的

主要用具。静脉留置针的应用，有助于减少反复血管穿刺和静脉血

管损伤，又可以减轻护士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1]。封管技术是其

应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保证输液通畅的关键，如方法得当，可

延长置管时间，防止因局部血栓形成而造成的堵管[2]。在临床工作

中，封管技术的研究改进，已经有不少的经验报道分享，总体目标

是：提高留置针的有效使用、降低非预期拔管的概率。本文从以下

几个方面对静脉留置针封管技术的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 

一.封管方法 

1.常规封管法。规范要求采用生理盐水或肝素盐水正压封管[3]，

这是临床上最常用的留置针常规封管法。使用注射器抽取封管液，

在注射封管液时形成的压力防止血液反流而堵塞留置针的针管[4]。

操作方法是：输液即将结束时，用注射器抽取 5mL 生理盐水或肝素

稀释液注入 3～5mL，在注射器内剩 0.5～1mL 生理盐水时，正压状

态下夹闭留置针，封管结束[5]。需要注意的是,封管时速度不宜过快、

以免封管时压力过大,负压引起血流反流，易堵塞留置针[6]。拔针时

应先将夹子夹住留置针延长管近端再拔头皮针,可避免拔针时所产

生的回吸力使血液回流,导致造成堵管[7]。但是，采用常规方法进行

封管时，在护士发现液体滴注完毕后需要配置封管液，再到病房进

行封管操作[8], 操作步骤多，耗时较长，且需要分离留置针，增加感

染机会。 

2.预充式导管冲洗器。是近几年新发明的一种应用设备，在临

床静脉留置针维护中取得的效果十分显著，应用预充式导管冲洗器

维护，操作简单，缩短了封管操作时间，降低了不良事件的发生概

率[9]。但是由于其单支费用相对于传统方法要高，因而尚未能获得

更广泛的认同[10]。另外，近年来国内开始应用无针密闭输液可来福

接头输液, 由于接头自身能产生正压, 避免血液反流造成留置针堵

塞, 可完全取消封管的过程。可来福接头实现了无针操作, 减少了

护士临床操作过程中误伤的机率，以及由于误伤导致感染传染病的

机率,尤其适合在传染病房使用。缺点是成本较高且与输液器连接处

易脱开[11]。 

3.应用输液器进行封管。国内有不少学者进行相关的应用研究，

学者陈环月[12]研究采用挤压莫菲氏滴管输入液体封管方法，与常规

封管法相比可产生相同的加压封管效果，但操作更加简便易行。姚

少松[13]研究发现，输液器正压封管和注射器正压封管在留置时间、

堵管率和静脉炎的发生率方面，无统计学差异，而输液器正压封管

法在简化操作流程及封管耗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输液器挤

压封管法要求茂菲滴管内液面超过1/2, 绝不能停止挤压滴管后再

拔针[14]，另外，采用原液封管时，对技术要求较高，需要熟练掌握

技术，手法要娴熟，动作要协调才能更好地完成操作[8]。 

二.封管液 

1.生理盐水。是临床上最常用的留置针封管液。生理盐水是等

渗溶液,能维持细胞外液容量和渗透压,且没有不良反应,用生理盐水

封管也可以防止血栓形成[15]。采用生理盐水进行封管，可以减少其

对于血液和血管的刺激，能起到降低静脉炎发生的作用。生理盐水

相对经济方便，且安全可靠，尤其对于有出血倾向的患者，可降低

出血风险[16]。 

2.肝素稀释液封管。肝素是一种酸性粘多糖，在临床上多做抗

凝剂使用，具有较强的抗凝作用，也常被用作静脉留置针封管。肝

素稀释液常用于肺心病患者的封管，因为该类患者往往处于高凝状

态，采用肝素封管，大大降低堵管率[17]；但是对有血小板或凝血功

能障碍等出血倾向的患者应谨慎使用，另外肝素稀释液需要配置，

且需放置于冰箱保存，24h内反复使用，易造成药液的细菌污染[18.19]。 

3.原液封管。关于采用原液进行留置针封管，因其具有更加简

便的操作流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护理同仁重视并进行应用研究。

比如学者潘群娣，徐东岩，邱红卫等，对原液封管技术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研究和分享。从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原液封管与常规封管技

术相比，封管的效果以及对留置时间的影响因子方面无明显差异，

但是在护理操作耗时、简化操作流程方面具有显著优势[20.21.14]。使用

原液封管方法安全有效，操作更简便，减少了感染机会，节省资源，

是一种可选的安全封管液[22]。 临床进行输液中，大多数药物是采用

生理盐水作为溶媒，存留在留置针管内的少量封管液不会引起血液

pH 和渗透压的改变，对局部血管只有较小或没有刺激，封管效果

较好[23]。另外有研究显示，应用敏感抗生素封管能起到有效抑茵效

果，减少静脉炎的发生[24]。不过，采用输液原液进行封管，最后一

瓶需排除刺激性强或非等渗的液体。最后输注的如果是高渗液体，

将明显增加封管后堵管及静脉炎的发生率[25]。需要注意的是，原液

封管法多数是采用挤压茂菲氏滴管进行，如果茂菲氏滴管已经滴空

或者液体过少，此时继续挤压茂菲氏滴管，有导致空气栓塞的风险。 

三.总结 

综上所述，目前临床上针对静脉留置针封管方法、封管液的种

类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具体条件和病情,选择合

适的封管液和封管方法。本文经研究分析发现，采取原液封管法与

常规使用注射器封管相比，能明显简化封管操作流程，提高护理工

作效率。但是，临床上关于原液封管的应用研究还是比较少，其封

管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验证。随着患者对医疗技术水平、质量的

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如何适当延长留置

针的有效留置时间、减少护理工作量，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选择

封管液和封管方法还需要继续进行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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