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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竡留置针保护手套癿应用效果 

黄晓丽 

新疆兊拉玛依中心医陊儿科，新疆 兊拉玛依 834000 

 
摘要：目癿：对儿竡留置针保护手套癿应用效果迚行研究。斱法：本次实验抽叏本陊 2019年 1月-2020 年 1月期间静脉留
置针患儿兯计 88例，通过抽签将所选患儿分为甲组及乙组，两组患者人数相同。在实验过程中，护理人员对甲组患儿实斲常
觃护理，对乙组患儿使用留置针保护手套，统计呾让录两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情冴及留置针脱落情冴。结果：研究结果显示，
相比甲组，乙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度较高，两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度之间差异较大，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相比
甲组患儿，乙组患儿留置针脱落几率较低，两组患儿留置针脱落几率之间差异较大，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儿竡留置针保护手套在临床上有着较高癿应用价值，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迚患儿亲属护理满意度癿提升，减少留置针脱落情
冴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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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留置针在临床上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其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患者的痛苦，减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患儿年龄普遍较小，性格活
泼，肢体动作相对较多，顺应性较差，这会导致留置针的脱
落，进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对儿童留置针保护手套
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次实验抽取本院 2019

年 1月-2020 年 1月期间静脉留置针患儿共计 88例，对两组
患儿分别实施常规护理及留置针保护手套，并取得了一些成
绩，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抽取本院 2019年 1月-2020 年 1月期间静脉留
置针患儿共计 88例，通过抽签将所选患儿分为甲组及乙组，
两组患者人数相同。甲组所选 44例患儿中男性患儿与女性患
儿的人数比为 24:20，患儿年龄最小为 1 岁，年龄最大为 6

岁，均值为（3.8±1.1）岁，乙组所选 44例患儿中男性患儿
与女性患儿的人数比为 25:19，患儿年龄最小为 1 岁，年龄
最大为 7 岁，均值为（3.9±1.3）岁，两组患儿之间差异较
小，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患儿亲属均
签署自愿协议；患儿能够配合实验的顺利进行；患儿亲属对
本次实验的内容及可能导致的后果有着充分的了解

[1]
。排除

标准：患儿患有其他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疾病
[2]
。 

1.2 方法 

在实验过程中，护理人员对甲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对
乙组患儿使用留置针保护手套。在甲组患儿护理过程中，护
理人员应对患儿及其亲属进行知识宣传，帮助患儿及其亲属
认识留置针的作用，并确保患儿及其亲属充分掌握相关注意
事项，以此提高患儿的顺应性，赢得患儿及其亲属的配合。
而且护理人员应注意观察患儿的表现，对患儿行为进行规范，
采取适当的常规护理手段对患儿进行护理，以此避免留置针
脱落。在乙组患儿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应注意留置针保护
手套的应用。护理人员应对患儿手掌、留置针大小等数据进
行测量，选择适当的留置针保护手套，确保留置针保护手套
能够充分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作用

[3]
。 

1.3 判断标准 

统计和记录两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情况及留置针脱落情
况，将两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情况分为十分满意、比较满意
及不满意三种，其中十分满意及比较满意人数占总人数的比
重为护理满意度，并计算留置针脱落几率。 

1.4 统计学处理 

在 SPSS22.0统计学软件下，计量资料及计数资料分别为
（x±s）及（n），检验分别通过 t及 x

2
，P＜0.05意味着数

据呈现统计学意义
[4]
。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甲组，乙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度较
高，甲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度为 81.82%，乙组患儿亲属护理
满意度为 95.45%，两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度之间差异较大，
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情况 

组别 人数（n） 十 分 满 意

（n） 

比较满意（n） 不 满 意

（n） 

护理满意度

（%） 

甲组 44 16 20 8 81.82 

乙组 44 25 17 2 95.45 

X
2
值 - - - - 8.794 

P值 - - - - p＜0.05 

2.2 两组患儿留置针脱落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甲组患儿，乙组患儿留置针脱落几
率较低，甲组患儿留置针脱落几率为 27.27%，乙组患儿留置
针脱落几率为 6.82%，两组患儿留置针脱落几率之间差异较
大，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相比常规护理，留置针保护手套护理有着明显的优势，
其能够有效减少留置针脱落情况的出现，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进而确保后续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但是现阶段我国留置针
保护手套应用水平较低，应用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工
作仍需进一步改进。本次实验抽取本院 2019年 1月-2020 年
1月期间静脉留置针患儿共计 88例，意在对儿童留置针保护
手套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

[5]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甲组，乙

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度较高，甲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度为
81.82%，乙组患儿亲属护理满意度为 95.45%，两组患儿亲属
护理满意度之间差异较大，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p＜0.05）；
相比甲组患儿，乙组患儿留置针脱落几率较低，甲组患儿留
置针脱落几率为 27.27%，乙组患儿留置针脱落几率为 6.82%，
两组患儿留置针脱落几率之间差异较大，数据呈现统计学意
义（p＜0.05）。 

本次实验表明，儿童留置针保护手套在促进患儿亲属护
理满意度的提升、减少留置针脱落情况的出现方面发挥着不
容忽视的作用，护理人员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在实际工作
中加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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