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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评价规范化管理对对口援助医院住院患者外周静脉治疗护理质量控制的应用研究。方法 选择 2021 年 9 月

至 2022 年 6 月在定日医院接受外周静脉治疗的 3626 例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 1782 例接受常规管理，观察组

1844 例实施静脉治疗规范化管理。比较两组在护理质量、并发症发生率及穿刺部位选择合格率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观察组

在静脉治疗规范化管理后，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评分显著提高，从 65.89±2.56 分和 64.59±2.16 分提升至 92.29±4.17 分和

90.54±3.66 分，对照组相应提升至 71.68±5.26 分和 78.36±4.30 分（P ＜ 0.001）。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8.6%，明显低

于对照组的 17%（P ＜ 0.05）。静脉穿刺部位选择合格率观察组提升至 81.2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5.99%（P ＜ 0.05）。

护理质量评分在正确给药、管道维护、感染控制和穿刺工具选择方面，观察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规范

化管理显著提升了高原地区静脉治疗的护理质量，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并优化了穿刺部位的选择，从而显著提升了患者

的治疗安全和治疗效果。这一研究为同类高原及其他地理环境复杂地区的静脉治疗护理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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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表明，超过 80% 的住院患者曾接受过各种形式

的静脉治疗 [2]，这已成为医院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 [1]。 

静脉输液治疗在给患者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技术

风险和安全隐患 [3-4]。2014 年《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正式出台，旨在提高临床静脉治疗质

量，确保病人的安全 [5]。2018 年张敏等 [6] 学者研究发现，

西部 110 所医院中护理人员对《规范》的平均知晓率不足

65%，且 16% ～ 50% 护士未接受静疗规范培训。研究显示 [7]，

在静脉输液方面存在输液途径增多、输液时间延长的现象，

在高原地区尤为突出的钢针使用率高达 52.9%，在选择穿刺

部位上存在风险，输液工具选择和导管相关维护的正确率较

低，这些因素增加了输液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虽然随着“组

团式援藏”工作的深入，西藏整体医疗保障水平有了大幅提

升 [8]，但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边陲、平均海拔 5000 米的世

界屋脊定日县，由于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影响，严

重限制了护士更新护理理念。随着医疗队在管理和各临床学

科的援助，当地在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成效显著 [9]，

继而凸显出对护理专业的援助需求日益迫切。我院作为松江

区援藏指派医疗机构对口西藏定日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定

日医院）进行医疗援助帮扶工作，通过调查发现定日医院的

静脉治疗护理质量存在诸多问题，为观察质量控制的效果，

特建立对口医院外周静脉治疗管理规范化培训项目，具体情

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在对

口援助定日医院接受外周静脉治疗的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

共 3626 例次。其中，对照组包括 2021 年 9 月至 11 月静脉

治疗规范化管理前接受外周静脉治疗的 1782 例次患者，观

察组包括 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静脉治疗规范化管理后

接受外周静脉治疗的 1844 例次患者。纳入标准：①接受外

周静脉治疗的患者；②外周静脉血管适合穿刺的患者；③血

管无静脉瓣且易于固定的患者；④患者及家属自愿参加。排

除标准：①伴有神经血管病变，皮肤完整性受损；②有精神

障碍或沟通障碍的患者；③外院转入患者带有外周浅静脉留

置针。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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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观察组患者接受静脉治疗规范化管理，而对照组患者

接受常规静脉治疗管理，详情如下：

1.2.1 前期调研结果

根据《规范》，结合文献查阅自行编制调查问卷，并

通过多名专家学者反复修订而成，调查定日医院护士静脉治

疗执行现状。共 28 名护士参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一

半护士对于 2014 年国家卫计委正式实施的《规范》不知晓；

85.7% 的护士愿意接受静脉治疗护理规范相关知识的培训，

分析影响护士参加培训的原因可能为路途遥远，参加培训不

方便、非上班时间，影响休息；超过 90% 的护士愿意参加

本院与上海医院联合举办的护理项目培训；大多数护士偶尔

主动学习《规范》，未形成主动学习护理操作、理论氛围；

护士对静脉治疗操作规范知晓率只有 50.5%。

1.2.2 建立静脉治疗管理小组

由本院静疗小组组长、定日医院护理部、护士长组建

的静疗小组共 10 人，小组成员指导本科室护士进行静脉治

疗各项操作，为了解科室成员对培训内容的掌握情况，不定

期对科室成员进行提问。管理小组每月举行一次反馈会议。

1.2.3 制定外周静脉治疗培训方案

（1）根据问卷调研结果全面了解定日医院护士静疗技

能掌握情况，设计培训方案，培训方法包括理论授课、观看

操作示范视频、仿真模拟演练、基础理论考核、静脉留置针

操作技术考核。理论培训内容：如何合理选择外周静脉、常

见输注药物及高警示药物的性能与使用、输液工具的选择与

导管维护、《规范》解读、防堵管留置针《十步操作法》培训、

静脉留置针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血栓的危害及预防、如何

做好患者宣教、职业防护与手卫生等。利用本院远程教学系

统对定日医院静疗小组组员进行为期一月的集中强化培训，

内容包括上述静疗知识及质控标准、督查方法解读，由我院

静疗组长负责对接培训及评估培训效果。

（2）我院利用护理助手教育培训软件实施全院性培训，

将所有的培训制作成 PPT 音频讲解、实操演示视频，上传

至平台。定日医院护士通过我院开放权限进入护理助手平

台，微信接收培训通知，在手机端 APP 即可学习。将定日

医院所有护理人员设定为一个专属科室，设置专属管理员，

管理小组结合定日医院实际情况编写考核试题，每次理论培

训后进行在线考核，操作采取线下考核方式，促进护士掌握

静脉输液操作技能的要点，保证每一位护士都能够以积极主

动的态度学习。管理员全程把控培训过程，在电脑后台查看

培训参与人数、学习时长、观看进度、考核成绩汇总分析评

估培训效果，尽早暴露问题，及时干预。同时建立援藏微信

互动群，护士可以针对培训内容、环节提出疑问，保证每个

护士在学习过程中都能保持积极的态度。

（3）利用双向交流机会进行专项指导培训。由随本院

派遣赴定日县医疗专家团的护理静疗小组组长深入一线，针

对定日医院静脉治疗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现场指导；由定日

医院派驻本院进修的护士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专项静脉治疗

学习，理论联系实践，学习静脉治疗新知识、新理念，通过

考核后将静脉治疗规范带回西藏进一步细化指导临床实践，

不断更新全院护士静脉治疗相关理论知识。

（4）实施静脉治疗质量控制 建立、完善定日医院静脉

治疗相关制度包括静脉治疗护理常规、安全管理制度、高警

示药品使用管理制度流程等；遵循《规范》，结合定日医院

实际情况编写制作《静脉治疗护理指南小册》，内容包括各

类静脉留置导管护理要求、静脉导管维护操作流程等；建立

静疗信息收集反馈制度，定期收集问题，制定静脉治疗质量

评价标准和质控督查表单，护士长每周督察静脉治疗的规范

性操作，及时发现问题并反馈给个人。护理部定期组织管理

小组成员对各科室进行静脉治疗质量督查，质量控制结果向

科室反馈，科室进行质量持续改进，同时在每月组织的管理

小组会议上进行集体讨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对

于疑难个案利用会诊平台进行会诊，共同讨论解决方案，以

推进静脉治疗整体护理水平。

（5）加强风险管理 加强日常护理工作，重点关注在静

脉输液中存在的潜在危险和问题。首先，要防止重复的穿刺。

对患者进行输液时，护士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神情和状态，与

患者进行沟通从而分散患者的注意力；对打针有抵触心理的

患者要做好心理疏导，耐心向患者宣教静脉输液治疗知识，

以不断提高其对认知水平，积极配合临床护理工作，选择合

适的输液工具，逐步接受钢针“零容忍”的理念 [10]，并且

学会自我观察输液期间的不良症状。其次，要加强对特殊群

体的照顾。对于年老体弱或残疾的病人，护理人员应该全面

评估患者的整体状况，如果患者有晕针、晕血等情况，则应

进行相关安全宣传。在操作过程中，护士必须严格遵守无菌

原则。最后，对护士进行积极评价。对实行规范化管理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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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绩效进行评估，加强对规范化管理应用的分析和研

究，从而提升输液护理质量。

1.3 观察指标

（1）比较规范化管理前后定日医院 28 名护士静脉治

疗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掌握情况，分值 0-100 分，分值越

高表示掌握越好；

（2）比较规范化管理前后两组患者静脉治疗并发症总

发生率，包括药物渗出或外渗、导管堵塞、穿刺感染、静脉炎、

其它并发症；

（3）比较两组患者静脉治疗静脉穿刺部位选择合格率。

按照指南和行业标准评判静脉穿刺部位选择是否合格 , 并且

计算合格率 , 为合格例数 / 总例数 ×100%。

（4）比较规范化管理前后两组患者护理质量，从四个

维度评价——正确给药、穿刺工具选择、管道维护以及感染

控制，量表总分 100 分，得分高为优势。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统计学软件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和以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c 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规范化管理前后护士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评分比较

观察组护士理论与操作技能评分均有所提高，差异在

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P ＜ 0.05），规范化管理在高原静

脉治疗护理的质量控制中起到了关键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

了护士的理论及实际操作能力。这一发现为高原地区其他医

疗机构在护理管理和质量提升措施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依据。见表 1。

2.2 规范化管理前后患者静脉治疗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8.6%，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规范化管理能有效

降低高原地区接受静脉治疗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通过标

准化程序和增强护理质量控制，显著提升了患者安全和治疗

效果。见表 2。

2.3 规范化管理前后患者穿刺部位选择合格率比较

在规范化管理实施后，观察组的静脉穿刺部位选择合格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高合格率（81.24%）相较于

对照组的合格率（65.99%）反映了规范化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此外，观察组在各个部位的合格数普遍高于对照组，尤其是

在颈内锁骨下和前臂上臂的部位，这进一步说明了规范化管

理对提升操作精确性和降低操作风险的重要性。见表 3。

2.4 规范化管理前后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在正确给药、管道维护、感染控制、穿刺

工具选择以及质量总分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这些结果表明，实施规范化管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

量在各方面均有显著提升。特别是在正确给药和管道维护

方面，评分差异尤为显著，反映出规范化流程和标准操作

程序在提高护理操作标准和降低医疗错误方面的关键作用。

见表 4。

表 1  两组护士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评分 操作技能评分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观察组 1844 65.89±2.56 92.29±4.17 64.59±2.16 90.54±3.66

对照组 1782 66.19±2.43 71.68±5.26 65.47±2.49 78.36±4.30

t 值 16.24 11.45

P 值 ＜ 0.001 ＜ 0.001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 外渗或渗出 静脉炎 穿刺感染 导管堵塞 其它并发症 总并发症

观察组 1844 80（4.3） 21（1.1） 18（1.0） 20（1.1） 19（1.0） 158（8.6）

对照组 1782 114（6.4） 58（3.3） 48（2.7） 42（2.4） 40（2.2） 302（17.0）

X2 值 57.44

P 值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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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静脉治疗静脉穿刺部位选择合格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合格 不合格

合格率
手背 前臂上臂 颈内锁骨下 手腕肘窝 足背小腿 头部

观察组 1844 653 589 256 190 156 0 81.24%

对照组 1782 562 456 158 363 243 0 65.99%

t 值 0.077

P 值 0.021

表 4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情况比较

分组 例数 正确给药 管道维护 感染控制 穿刺工具选择 质量总分

观察组 1844 24.21±1.26 23.81±1.14 24.04±1.46 24.68±1.14 95.27±3.41

对照组 1782 21.47±1.31 20.67±2.69 21.68±2.59 21.71±2.71 81.28±3.76

t 值 24.032 11.402 13.863 13.16 17.862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静脉治疗规范化管理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水平。全国约 80% 的住院患者需进行静脉输液

治疗，且占据了临床护士 75% 的工作时间。多项研究表明，

执行静脉治疗《规范》能够显著提升护理操作水平，从而

降低护理安全隐患。然而，护理人员在执行规范方面仍存

在差距，尤其是在基层医院，由于缺乏对静脉治疗的重视，

培训内容不完善，效果不显著。基层医院护士的继续教育机

会较少，获取专业理论知识的渠道也有限。定日医院的护士

以 85 后为主，较为年轻，且对信息化手段兴趣较高，这增

强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本研究发现，规范化管理后，护士

的静脉治疗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评分显著提高，与犹秋香学

者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全院范围的参与式、互动式活动，

强化护理人员对静脉治疗规范的重视，将规范技术应用到临

床护理实践中。同时，通过与其他医院的交流，将先进理念

和理论引入实际治疗，可以进一步提升治疗水平。规范化管

理还可有效降低静脉治疗并发症，静脉治疗已逐渐发展为医

学、护理学、药学等多学科结合的专业领域。不规范的操作

可能导致患者不适、并发症甚至医疗纠纷，因此，改善静脉

输液质量、注重患者体验已成为最佳探索方向。

本研究通过成立专门的静脉治疗管理小组，规范静脉治

疗流程，有效降低了相关风险。调查显示，只有 33.33% 的

基层医院建立了静脉治疗管理小组，且大部分医院缺乏规范

的培训与管理，甚至有 11.58% 的护理人员未接受过输液治

疗的理论知识培训。加强基层医院静脉治疗专业培训和管理

至关重要。西藏定日地区空气含氧量低，患者外周血管发育

差，增加了静脉治疗的风险。本次培训显示，规范化管理显

著提升了护理质量。观察组护士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分别

从 65.89±2.56 分和 64.59±2.16 分提高至 92.29±4.17 分和

90.54±3.66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01）。研究还发现，

规范化管理显著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为 8.6%，对

照组为 17%（P ＜ 0.05）。此外，规范化管理还改善了静脉

穿刺部位选择的合格率，观察组为 81.24%，高于对照组的

65.99%（P ＜ 0.05）。护理质量评分也显著提高，观察组从

81.28±3.76 提升至 95.27±3.41（P ＜ 0.05）。这些结果表明，

规范化管理不仅有效提高了护理质量，还显著增强了高原地

区的护理服务标准。

综上所述，加强静脉治疗规范化管理可以增加护理人

员的专业认知水平，减少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具有临床借鉴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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