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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创新细节护理在急诊静脉输液护理管理中的临床疗效分析

唐萃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讨优质创新细节护理在急诊静脉输液护理管理中的临床疗效。方法：从 2019 年 1 月-2020年 12 月来本

院接受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中随机选择 82例并平均分成两组展开研究，给予比照组（n=41）常规护理干预，给予研究组（n=41）

优质创新细节护理，比较临床护理效果。结果：与比照组相比较，研究组舒适度评分更高，输液等待时间更短，输液管内残

留液体量更少，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相较于比照组临床护理满意度，研究组更高，组间差异显著（P<0.05）；与比照

组不良事件总发生率，研究组更低，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优质创新细节护理在急诊静脉输液护理管理中的临

床疗效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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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静脉输液属于使用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侵入

性治疗手段，而急诊作为临床患者流量较大的科室之一，有

限的护理人员每日都需要超负荷展开大量静脉输液操作，因

此难免会产生疏漏以及失误情况，从而导致不良事件产生，

并致使患者产生不满情绪，严重时可能会使医疗纠纷产生，

因此对急诊静脉输液的护理管理展开创新以及优化极为重

要[1-2]。本研究主要探讨优质创新细节护理在急诊静脉输液护

理管理中的临床疗效，现将研究具体过程及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82例在 2019年 1月-2020年 12月期间来本院接受静

脉输液治疗的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并平均分成两组，比

照组中男女比例为 20:21，年龄最小与最大值分别为 20周岁、

50 周岁，平均（35.17±2.13）周岁；研究组中男女比例分

19:22，年龄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21 周岁、50 周岁，平均

（35.58±2.16）周岁。在年龄等方面，组间差异并不存在统

计分析含义（P>0.05），符合对比标准。

1.2 方法

给予比照组常规护理干预：首先需要对患者是否存在药

物禁忌证以及输液过敏情况展开调查，同时对药物以及患者

身份仔细进行核对，之后迅速将静脉通道建立起来，并告知

患者在输液过程中对穿刺处以及周围皮肤变化情况进行观

察，禁止大幅度展开运动。

给予研究组优质创新细节护理：在对患者展开穿刺前，

需要对其病情以及过敏史展开了解；并通过与患者适当展开

交流促使其心情得到放松；之后将静脉穿刺建立，若穿刺失

败则需要及时向患者表示歉意并进行相应解释，若产生两次

穿刺失败情况则需请专业技能更强且经验更加丰富的护士

采取补救穿刺措施。拔出穿刺针后立即使用其左手拇指顺着

血管纵向进行按压，并将输液贴贴上，嘱咐患者使用中等力

度按压五分钟，告知患者对其血管展开保护作用，并在确认

皮肤下并不存在淤青后才可以告知患者离开。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临床护理效果，主要包含舒适度评分以及输液管内

残留液体量评分和输液等待时间等。选择数字舒适度评分法

对急诊输液患者的舒适程度展开评估，满分分值为 10 分，

分值越高表示患者越舒适。

比较临床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以及满意和不满意。（非

常满意例数+满意例数）/总例数*100.00%=总满意度。

并比较输液期间产生不良事件情况，包含走针以及反复

穿刺和拔针淤青等。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1.0 处理分析数据，计数资料[n(%)]表示，X2 检验；

计量资料（ x±s）表示，t 检验。P<0.05，组间差异显著，

存在统计分析含义。

2 结果

2.1 比较临床护理效果

相较于比照组，研究组舒适度评分更高，输液等待时间

更短，输液管内残留液体量更少，组间差异显著（P<0.05），

见表 1。

表 1 比较临床护理效果（ x±s）

组

别

例

数

舒适度评分

（分）

输液等待时间

（min）

输液管内残留液体

量（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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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照

组

41 6.04±1.29 8.24±1.27 11.01±1.47

研

究

组

41 8.51±1.02 3.49±1.08 8.75±1.27

t - 9.6171 18.2439 7.4492

p - 0.0000 0.0000 0.0000

2.2 比较临床护理满意度

与比照组相比，研究组临床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组间

差异显著（P<0.05），见表 2。

表 2 比较临床护理满意度[n(%)]

组

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比

照

组

41 30（73.17%） 2（4.88%） 9（21.95%） 32（78.05%）

研

究

组

41 39（95.12%） 1（2.44%） 1（2.44%） 40（97.56%）

X2 - - - - 7.2889

P - - - - 0.0069

2.3 比较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与比照组相比较，研究组不良事件总发生率明显更低，

组间差异显著（P<0.05），见表 3。

表 3比较不良事件发生情况[n(%)]

组别
例

数
走针 拔针淤青 反复穿刺 总发生率

比照 41 4（9.76%） 1（2.44%） 5（12.20%） 10（24.39%）

组

研究

组
41 1（2.44%） 0（0.00%） 1（2.44%） 2（4.88%）

X2 - - - - 6.2476

P - - - - 0.0124

3 讨论

在医院中，门急诊属于接待患者较多的一个部门，且门

急诊静脉输液也属于患者就医过程中最后且最为重要的一

个环节，通常会面临病种较多且工作量大、患者就医心切以

及病情相对较为复杂等情况，因此单纯给予患者传统静脉输

液操作依然无法使其应医需求得到满足[3]。虽然绝大多数患

者在医院进行治疗时间并不长，但其对于护理工作的印象是

对护理工作质量好坏最好的见证。曾有数据报道，在所有开

展的关于护理服务评价体系中，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评价是

最为公正以及客观的[4]。因此，在对接受静脉输液治疗的患

者展开护理服务中，应将患者作为护理中心，对其展开细节

化护理服务，关注于护理各环节的点滴，将患者的需求作为

服务的切入点，并促使患者护理安全得到保证，其就医体验

也会相应得到改善，从而促使患者感受到像家一样的亲切以

及温暖[5]。不但使服务品质以及护理质量得到提高，在一定

程度上还促使患者护理满意度有所提高[6]。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比照组相比较，研究组舒适度评分更高，输液等待时间更

短，输液管内残留液体量更少，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

与比照组相比，研究组临床护理满意度更高，组间差异显著

（P<0.05）；与比照组不良事件总发生率，研究组更低，组间

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综上所述，优质创新细节护理在急诊静脉输液护理管理

中临床护理效果较为显著，患者输液等待时间有所缩短的同

时，舒适度评分有所增高且输液管内残留液体量有所减少，

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少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并促使临床护

理满意度有所提高，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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