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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静脉治疗患者中的应用 
谷玉珍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本文旨在讨论细节护理对于行静脉治疗病人的应用效果。方法:本次选择 2020 年 1月至 2021 年 1月我院接收的
100 例静脉治疗病人纳入本次研究，对 100 例病人采用随机方式进行分组，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病人数量均为 50 例，对照
组病人给予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的病人则实施细节护理，对比接受不同的护理方法后，观察两组病人心理情绪以及风险事件
发生情况。结果:两组病人采取不同护理方式后，对照组病人的心理情绪比观察组病人差且观察组风险事件发生率较低，P<0.05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静脉治疗病人应用细节护理其护理效果显佳，以利于改善心理情绪，降低风险事件，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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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临床静脉治疗的发病率不断攀升，恶性静脉治疗

会严重危害到病人的生命安全，静脉输液治疗是目前医院在

临床上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是指通过静脉给药补充体液以

及血液和营养物质等，以达到纠正病人的水，电解质紊乱以

及补充血容量，补充静脉营养支持以及药物治疗和进行抢救

的目的
[1]
。但病人所使用的药物易引起不良反应，病人容易

产生不良的心理情绪从而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对于静脉治疗

病人行细节护理极为重要。对于本次 100 例静脉治疗病人实

施细节护理将探究其影响，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病人中抽取 100 例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在我院进行静脉治疗病人。对 100 例病人采用随机的方式进

行了平均分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50 例病人，其中性

别占比分别为：男 22/50 例、女 28/50 例，年龄 50～70 岁且

平均年龄（62.56±7.23）岁；观察组病人 50 例病人，其中

性别占比分别为：男 29/50 例、女 21/50，年龄 55～75 岁且

平均（63.06±7.23）岁。统计学对所有研究资料中数据分析

后显示 P＞0.05，故具备分组条件。 

纳入条件：病人符合静脉治疗病的诊断标准；病人无其

他影响本次研究的重大疾病；无精神疾病，不存在认知上障

碍。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脏器疾病者；资料不完整；精神异

常者；老年痴呆症或者沟通障碍。 

1.2 方法 

对照组病人采取常规的护理方法。观察组病人给予细节

护理内容如下:①护理人员给予病人输液时应告知病人家属

不可让其在室外走动，以免受到污染引起输液反应。护理人

员应观察病人穿刺部位是否有肿胀、疼痛、寒战等情况，如

有异常应立即停止输液并通知医生及时处理
[2]
。②应做好消

毒工作，保证操作的规范化，避免出现漏液或者管道堵塞的

情况发生，护理人员应详细介绍静脉输液使用时并不会对病

人造成过大的影响，减少病人紧张焦虑情绪的发生，以提升

治疗效果。③结束输液：病人拔针时会有紧张情况，从而使

血管压力有所增高，因此病人输液结束后给予拔针时，应将

针头迅速拔出并指导其家属对穿刺部位按压 5 分钟左右，禁

止揉按避免发生淤血状况
[3]
。 

1.3 观察指标 

1.3.1 对 100 例病人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进行分析并对

比，其中内容包括药液外渗、针头滑脱、穿刺部位肿胀疼痛，

发率越低则表明护理效果更具优势。 

1.3.2 观察组间病人护理前后心理情绪评分情况并进行

对比，其中内容包括焦虑、抑郁情绪。 

1.4 统计学方法 

参与本次研究当中数据均使用 SPSS20.0 数据包进行处

理，计数(n，%)代表率，行 X
2
检验；计量资料以（ sx  ）表

述行 t检验。P<0.05 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对比组间病人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及护理前后 SDS 及

SAS 状态评分，通过此次研究数据显示，两组病人采取不同

护理方式后，护理后观察组对比对照组较好；且对照组护理

风险事件发生率占比 18%显高于观察组 8%，检验结果 P 值小

于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详细数据见表 1、表 2。 

表 1：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相比[n、（%）] 

组别 例数 药液外渗 针头滑脱 穿刺位肿痛 总发生率 

对照组 50 3（6.00%） 4（8.00%） 2（4.00%） 9（18.00%）

观察组 50 1（2.00%） 2（4.00%） 1（2.00%） 4（8.00%）

P -    ＜0.05 

表 2比较两组病人护理前后 SDS 及 SAS 状态评分（ sx  ，分） 

SDS SA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0 34.35±4.43 28.41±4.42 28.41±3.19 25.56±2.57

观察组 50 35.34±4.31 21.38±4.19 29.37±3.16 20.04±2.45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静脉治疗是通过静脉血管直接输入，将针头扎入静脉血

管内进行点滴输液、将药物直接推入血管内，输液虽见效较

快，但对病人的生理影响较大且易发生不良事件，为了降低

意外情况的发生本文实施细节护理，从多方面对病人的进行

护理，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情况、改善

其不良心理情绪
[4]
。 

根据以上表述，细节护理应用于此类病人护理中，有助

于改善其心理情绪，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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