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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治疗护理小组在持续改进 PICC 护理质量中的应用分析 
Application of intravenous therapy nursing team i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ICC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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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一附院肾内科  710061）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摘  要】目的：观察并分析在持续改进 PICC 护理质量工作中成立静脉治疗护理小组的实际价值。方法：在本院收录患者中，选
取 80 例静脉输液治疗患者，80 例患者在我院收录时间为 2020.09~2021.09，将其编号后，奇数为参照组（n=40 例），偶
数为观察组（n=40 例），前后组分别实施基础护理、小组护理（成立静脉治疗护理小组），比对 2 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
与常规组相比，观察组导管松脱率（2.50%）及并发症总发生率（5.00%）低于参照组（20.00%、30.00%），2 组差异较
大，P＜0.05；观察组一次成功率（92.50%）、总成功率（97.50%）、留置时间以及各项护理满意度指标值均高于参照组
（75.00%、80.00%），2 组差异较大，P＜0.05。结论：在静脉治疗患者中，成立静脉治疗护理小组有助于提高整体静脉
治疗护理质量，能够提高穿刺成功率、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对持续改进 PICC 护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且患者对小组
护理满意度较高。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establishing intravenous therapy nursing team in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ICC nursing quality. Methods: Among the patients included in our hospital, 8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intravenous infusion treatment. The time of 80 patients included in our hospital was 2020.09~2021.09. After numbering, the odd 

number was the reference group (n=40 cases), and the even number w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0 cases). Basic nursing and 

group nursing (setting up a venous treatment nursing group) were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in the front and back groups, and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catheter 

loosening rate (2.50%) an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5.0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20.00%, 30.00%),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first time success rate 

(92.50%), total success rate (97.50%), retention time and various indicator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75.00%, 80.0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therapy,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ravenous therapy nursing team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verall intravenous therapy nursing,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reduce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ICC nursing, and patient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group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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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PICC）是一种可应用于中

长期输液治疗、长期化疗等治疗中的一种工具，其具有无时

间限制、安全、便捷等技术特点。PICC 置管是利用导管从

患者的手肘及其他外周手臂静脉进行穿刺，其尖端位于患者

的上腔静脉，另一端可以进行放疗、静脉输液、血液制品输

入以及其他相关治疗;不仅可以减轻患者穿刺痛苦及损伤，还

可以避免患者机体静脉与治疗药物进行直接接触，同时机体

静脉的血流速度较快，可以加快药物稀释速度，进而降低药

物对机体血管壁的刺激。本次研究在持续改进 PICC 护理质

量工作中成立静脉治疗护理小组的实际价值，具体内容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1 一般资料 

在本院收录患者中，选取 80 例静脉输液治疗患者，80

例患者在我院收录时间为 2020.09~2021.09，将其编号后，奇

数为参照组（n=40 例），偶数为观察组（n=40 例），2 组患

者均接受在我院进行静脉治疗；组间基线资料经比对可知结

果不具有差异性（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 [例（％）/( x ±s)] 

组别 参照组（40 例） 观察组（40 例） T/X2 值 P 值 

年龄区间 [28,65] [28,66] - - 
年龄（岁） 

平均值 46.78±11.85 47.47±11.91 0.259 0.795 

病程区间 [0.5,5] [1,5] - - 
病程（年） 

平均值 2.82±0.71 3.01±0.75 1.163 0.248 

男性 25（62.50） 22（55.00） - - 
性别（例） 

女性 15（37.50） 18（45.00） 0.464 0.495 

1.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者均为间断性及中长期静脉治疗且对本

次研究内容详细了解；②患者自愿积极配合研究且已签署研

究同意书；③患者意识清楚且表达、沟通能力良好；④患者

年龄在 18~80 岁且临床基线资料齐全。 

排除标准：①患者为严重心、肾功能缺损者或存在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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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差；②患者血液及免疫系统存在异常或患有传染性疾

病；③患者存在中途退出、终止治疗或死亡现象；④患者已

参与其他研究或接受其他护理。 

1.2 方法 

1.2.1 基础护理（参照组、观察组） 

对 80 例参与研究的静脉治疗患者均实施本院基础护理：

常规皮肤消毒、环境消毒，使用 PICC 前先置入生理盐水，

以此保证导管畅通性，避免出现回抽血液现象；叮嘱患者禁

止使用手瘙痒穿刺部位；给予过敏及其他不良现象患者相应

的护理干预，必要时可进行拔管处理。此外严格按照医院无

菌操作要求及流程进行换药，定期更换静脉输液敷料及正压

接头，以此预防患者穿刺部位发生感染。 

1.2.2 小组护理（成立静脉治疗护理小组） 

（1）组织静脉输液护理经验在 1 年以上的护理人员组

成静脉治疗护理小组，参与持续改进 PICC 护理质量工作，

邀请专业人员对小组进行理论与实践操作培训，强化静脉治

疗护理小组对 PICC 护理重要性及护理质量的重视度；同时

定期组织小组开展 PICC 护理质量提升研讨会议、相关培训

与学习活动或机会，不断提高静脉治疗护理小组的整体护理

水平及效率。每月或季度开展 PICC 护理质量总结大会，对

上个月或上季度医院静脉治疗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及相关

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不断提高静脉治疗护理小组的护理质量，具体内容如下：①

整理 PICC 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并不断完善提升

PICC 护理质量计划；静脉治疗护理小组成员对临床以往静

脉治疗中的护理不良事件以及其发生原因进行总结与归纳，

并对患者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关意见进行整理与归纳，小组结

合自身对静脉治疗护理的经验、临床静脉治疗护理不良事件

以及患者意见与问题，制定完善的静脉治疗护理流程，并对

不完善、不科学、不规范的护理内容级操作进行完善；同时

制定严格的护理操作标准及要求，严格要求静脉治疗护理小

组成员按照标准操作要求给予患者相应的护理操作。②规范

化 PICC 护理措施与操作，强化静脉治疗护理小组规范性操

作意识；小组组长联合相关医生及管理者整理持续改进 PICC

护理质量相关知识与措施，并整理成文件、PPT 等形式，加

强静脉治疗护理小组的 PICC 护理质量改进理念普及力度，

使小组成员逐渐树立优质的 PICC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意识，

并联合医院其他部门共同参与 PICC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相关

工作中，以此提高护理人员对静脉治疗护理意识及重视度。

③提高护理人员对 PICC 导管的维护质量，PICC 导管是静脉

输液的基础工具之一，其正确应用不仅能在输液速度加快

时，减少药物对患者血管壁的刺激，还可以避免多次穿刺给

患者带来的损伤及疼痛；若 PICC 导管为做好相关的维护与

标准操作，则可能无法减轻患者疼痛及损伤，还可能导致

PICC 导管护理不良事件。④护理人员在进行 PICC 护理过程

中应结合患者的文化程度、理解能力以及个人血管情况，对

其开展适宜的健康教育，使患者了解自主护理相关知识，并

重视 PICC 导管护理，进而提高患者的配合度及依从性，减

少因患者换药不及时或护理不适宜而导致穿刺处感染、出血

等不良事件的发生。⑤提高静脉治疗护理小组成员的责任

心，要求护理人员在与患者接触过程中保持认真、谨慎的护

理态度，注意沟通语气及用词，关注患者静脉治疗过程中的

情绪及身体反应，及时解答患者的疑惑，定时观察患者静脉

输液过程中的穿刺部位及导管情况。 

1.3 判定指标 

（1）对 2 组患者静脉治疗中的一次成功率、穿刺成功

率、导管松脱率以及留置时间进行统计与比对。 

（2）对 2 组患者静脉治疗期间的导管堵塞、导管滑脱、

穿刺点感染、穿刺点出血等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统计、比对。 

（3）采用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 2 组患者进行

调查与比对，护理满意度调查共 4 各方面：护理质量、护理

内容、专业性以及健康教育，每方面 10 分，评分值与满意

度呈正相关。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分析与计算均由统计学软件

SPSS25.0 进行检验，定量资料形式为（ x ±s），使用 t 进行

结果检验；组间频数比较用（n，%）表示，并使用 x2 检验，

组间有差异为 P＜0.05。 

2 结果 

2.1 2 组患者不同护理下的穿刺情况比对 

通过 2 组患者穿刺情况比对可知，观察组一次成功率

（92.50%）、总成功率（97.50%）以及留置时间均高于参照

组（75.00%、80.00%），2 组差异较大，P＜0.05；观察组导

管松脱率（2.50%）低于参照组（20.00%），2 组差异较大，

P＜0.05，见表 2。 

表 2 2 组患者不同护理下的穿刺情况比对[例（％）/( x ±s，d)] 

组别 一次成功率 总成功率 导管松脱率 留置时间（d） 

参照组 n=40 92.50%（37/40） 97.50%（39/40） 2.50%（1/40） 194.75±42.18 

观察组 n=40 75.00%（30/40） 80.00%（32/40） 20.00%（8/40） 312.58±44.82 

T/X2 值 4.500 6.134 6.134 12.108 

P 值 0.033 0.013 0.013 ＜0.01 

2.2 2 组患者不同护理下并发症发生情况比对 

通过 2 组静脉治疗期间并发症情况比对可知，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5.00%）低于参照组（30.00%），2 组差异较大，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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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组患者不同护理下并发症发生情况比对[（％）例] 

组别 导管堵塞 导管滑脱 穿刺点感染 穿刺点出血 并发症率 

参照组 n=40 1（2.50） 4（10.00） 3（7.50） 4（10.00） 30.00%（12/40） 

观察组 n=40 0（0.00） 1（2.50） 0（0.00） 1（2.50） 5.00%（2/40） 

X2 值 1.012 1.920 3.116 1.920 8.658 

P 值 0.314 0.165 0.077 0.165 0.003 

2.3 2 组患者对静脉治疗护理的满意度情况比对 

通过 2 组患者静脉治疗护理满意度情况比对可知，观察组各项护理满意度指标值均高于参照组，2 组差异较大，P＜0.05，

见表 4。 

表 2 2 组患者不同护理下的穿刺情况比对 （ x ±s，分） 

组别 护理质量 护理内容 专业性 健康教育 

参照组 n=40 6.25±1.56 6.82±1.67 6.08±1.28 7.05±1.81 

观察组 n=40 9.24±2.41 9.17±2.33 8.99±2.08 9.28±2.43 

T 值 6.587 5.184 6.899 4.654 

P 值 ＜0.01 ＜0.01 ＜0.01 ＜0.01 

3 讨论 

本次研究数据中，与常规组相比，观察组导管松脱率

（2.50%）及并发症总发生率（5.00%）低于参照组（20.00%、

30.00%），2 组差异较大，P＜0.05；上述数据表明成立静脉

治疗护理小组，对静脉输液患者实施小组护理能够显著减少

导管脱落、穿刺部位出血或感染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同时还能降低导管松脱率，这与钟晓霞、肖文艺等人的研究

结果相符。分析可知，基础护理主要是要求护理人员按照无

菌操作标准及 PICC 应用流程进行操作，并未对操作的规范

性加强要求，同时也未重视 PICC 应用过程中常发生的不良

事件及并发症进行护理干预，因而在基础护理中 PICC 应用

的并发症高达 30.00%。静脉治疗护理小组针对 PICC 护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发症及其发生原因以及专业性操作等内

容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总结，并加强了小组护理人员的专业性

PICC 护理操作，进而能够有效避免 PICC 应用过程中的各种

并发症。 

观察组一次成功率（92.50%）、总成功率（97.50%）、留

置时间以及各项护理满意度指标值均高于参照组（75.00%、

80.00%），2 组差异较大，P＜0.05；上述数据表明基础护理

下的 PICC 穿刺成功率明显较低，经过静脉治疗护理小组专

业性护理后患者 PICC 穿刺率显著提升，且 PICC 留置时间明

显提高，而患者对 PICC 护理也更为满意，这与张晓敏、万

倩倩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成立静脉治疗护理小组不仅对

护理人员的 PICC 专业性护理操作加强了培训，还提高了护

理人员的护理责任心，对其护理态度、护理专业性、沟通技

巧等多方面均进行了提升与要求，尽可能降低患者在 PICC

应用过程中的并发症及不良时间的发生。此外静脉治疗护理

小组还对患者进行 PICC 自我护理相关知识及护理措施进行

健康教育，使患者意识到 PICC 护理的重要性，进而提高患

者静脉治疗过程中的配合度及依从性，进而提高护理效率及

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在静脉治疗患者中，成立静脉治疗护理小组

有助于提高整体静脉治疗护理质量，能够提高穿刺成功率、

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对持续改进 PICC 护理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且患者对小组护理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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