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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静脉留置针在小儿护理的临床应用效果 
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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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静脉留置针在小儿护理工作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随机划分 2020 奶奶 4月- 2021 年 4月我院 100 例患儿为
对照组（50 例，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50 例，应用静脉留置针进行护理），最后进行对比。结果：观察组患儿并发症发
生率更低，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也高于对照组患儿，呈 P<0.05。结论：静脉留置针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小儿输液治疗的安全性，
使其免受反复穿刺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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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这类医疗方式主要是借助穿刺针来将药物、血

浆等物质通过静脉血管来输送到人体内，以避免病人因失血
过多而存在生命危险，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亦控制药物恒定
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

[1]
。虽然这种治疗方式起效更为迅速，

为抢救工作的开展也奠定了基础，但静脉输液也是存在一定
风险的，在穿刺期间如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则会增加针
头移位发生率，为药液外渗等不良反应的发生埋下隐患，且
静脉穿刺也会存在轻微疼痛感，这会增加病人心理压力，尤
其是婴幼儿群体，由于惧怕疼痛会表现出哭闹不配合，加之
其血管直径细，不直，会进一步增加输液难度。近几年来，
留置针广泛应用到婴幼儿护理工作中，其有效弥补了常规静
脉穿刺针存在的不足之处，安全性也更高，一定程度上亦缓
解了婴幼儿对静脉输液的抵触情绪，但在使用留置针的基础
上，也应做好相应的护理，以充分发挥医疗作用，又能保障
治疗安全性。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按照奇数偶数随机分组原则划分 100 例患儿为 2 组，即

对照组 50 例，观察组 50 例，时间维度 2020 年 6 月份至 2021
年 6 月份。对照组：男女占比 26:24，（5.01±1.21）岁；
观察组：男女占比 29:21，（5.06±1.19）岁，病历资料呈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选择常规静脉穿刺针对患儿进行穿刺，尽量选

择头皮静脉，因为头皮静脉不易滑动，易操作。 
观察组：①虽然当今留置针在临床中普及广泛，但为避

免人为因素影响到治疗工作开展，护理人员也应向家长进行
简短的解释。在确定头皮静脉位置后，选择相应型号的留置
针，并按照要求消毒穿刺部位皮肤，一手握住套管针双侧，
一手促使穿刺部位皮肤处于紧绷状态，针头与皮肤角度控制
在 15°-30°之间即可，确保套管针完全刺入血管，且已及
时回血后，适当降低穿刺角度，深入 2mm 左右后将针芯撤出
5mm，推入套管后，将针柄压住，快速撤出针芯，覆盖无菌敷
贴。由于留置针在穿刺期间也会使患儿感觉到疼痛，护理人
员可以与家长相互配合，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缓解其疼
痛感，且护理人员本身也要具备成熟的穿刺技术，在对静脉
血管进行穿刺时，要秉承轻、快、准的操作原则，尽量一次
性穿刺成功，避免反复穿刺，这不仅会损伤患儿静脉血管，
更是加重了其对治疗的恐慌、抵触感，也容易引起家属不满。
②一般来说，婴幼儿都有比较强烈的好胜心，所以在穿刺成
功后，护理人员不能忽略对患儿的鼓励与表扬，可以给予贴
纸、小玩具等物品，且多给予鼓励性语言，比如“你是阿姨
见过最勇敢的小朋友了！”、“你太棒了！”等等，这对激
发其好胜心十分有利，也能使该例患儿带动其他患儿克服对
静脉输液的害怕心理。虽然静脉留置针的导管质地较为柔软，
但穿刺部位如果大幅度活动也会存在导致误伤的可能性，所
以对于需要长期接受输液的患儿来说，要告知家属一些简单
的保护血管常识，且在留置针体期间，护理人员也要重视预
防感染方面的工作，定期观察、记录针体留置部位皮肤状态，

如发现有渗液、红肿这类情况，需及时处理，并每日用碘伏
消毒，更换无菌胶贴。③最后，护理人员需确保留置针性质
通畅，且不存在打折或扭曲情况，使用前后都需要调整留置
针肝素帽的松紧程度，在输液期间更是要注意调整药物输注
速度，避免输注速度过快而加重患儿循环负担，且留置针针
体留置时间尽量避免超过 7d。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儿穿刺情况与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借助统计学软件 SPSS22.0 比较，若 P＜0.05 说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一次性穿刺成功例数 42 例，占比 84%，并发液

体渗漏 2 例、皮下血肿 2 例、血液污染 2 例，总占比 12%；
观察组：一次性穿刺成功例数 48 例，占比 96%，并发液体渗
漏 1例，总占比 2%，（x²=8.001，P=0.005）、（x²=7.681，
P=0.006），均呈 P<0.05。 

3 讨论 
静脉留置针即静脉套管针，与以往临床使用的常规静脉

穿刺针相比，静脉留置针套管质地柔软，将导管、针芯共同
送入静脉血管后，撤出针芯，仅借助柔软的套管对病人进行
输液即可，这种针体穿刺难度低，能避免反复穿刺血管对病
人血管造成损伤，在正常情况下可留置在人体 3-5d，且携带
方便，十分适用于需要长期接受输液的病人

[2]
。此外，婴幼

儿血管直径细，相对来说比较难找，加之无法耐受穿刺时存
在的疼痛感，自制力较差，所以临床对于需要接受输液治疗
的患儿也会首选留置针，但尽管如此，留置针也存在一定的
弊端，长期携带为病人、医护人员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增加
了针体穿刺部位的感染概率，且如果存在打折或阻塞情况，
也会徒增病人身心痛苦，干扰治疗工作的顺利推行

[3-4]
。 

由此可见，很多先进的医疗手段都是存在双面性的，在
提高治疗效率，为医护人员、病人提供便利的基础上，也存
在一定风险性，这便需要临床充分重视借助静脉留置针进行
输液的患儿，给予其精心的护理照拂，来充分发挥静脉留置
针的优势，又能保障治疗安全性。本文对观察组患儿应用静
脉留置针进行护理，发现其取得了更佳的护理照拂效果，呈
P<0.05。 

由上述研究结果得知，静脉留置针在小儿护理工作中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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