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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在静脉留置针规范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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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在对静脉留置针规范护理中开展持续质量改进模式的作用。方法 研究选择病例 574 例，

时间为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1 月，数字表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37 例，提供常规护理支持）、观察组（37
例，持续质量改进模式护理）。分析护理效果。结果 对比治疗期间并发症，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护理依

从性，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评估留置针期间患者心理状态以及生活质量，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
结论 在对静脉留置针患者进行护理时开展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可以降低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患者治

疗依从性以及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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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mode in the standardized nursing 
of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Methods The study selected 74 cases from September 2021 to November 2022. The 
digital table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37 cases, providing routine nursing support) and 
observation group (37 cases,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mode nursing).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The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Nursing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dvantages in evaluat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during the indwelling needle period (P<0.05). 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mode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increase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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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保持有较高使用率，

尤其用于需要长时间静脉给药治疗患者中，可以避免

对患者进行反复性穿刺，提升给药效率。但因留置时间

较长，在患者治疗期间容易出现不同类型并发症，或者

出现非计划性拔针的情况，降低静脉留置针的综合使

用效率[1-2]。对该部分患者及时开展规范性护理，注重

患者在留置针期间的细节问题，可以达到对并发症以

及意外事件等进行预防的目的。本次研究就主要对持

续质量改进模式在静脉留置针患者护理中的作用进行

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择病例 74 例，时间为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1 月，数字表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37 例，提供

常规护理支持）、观察组（37 例，持续质量改进模式

护理）。 
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男性 18 例，女性 19 例，

年龄在 34—68 岁间，均值为（49.94±1.73）。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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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20 例，女性 17 例，年龄在 33—69 岁间，均值为

（50.01±1.84）。对比基本数据，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留置针期间，护理人员各方面护理操作都

按照对应规定开展。在静脉给药过程中做好留置针的

固定工作，并对给药速度等合理进行调解，及时分析患

者是否出现堵管等情况。详细为患者讲解在留置针期

间需要注意的各方面问题。告知患者在日常活动过程

中，做好对留置针保护工作，降低非计划性拔针发生率。

在对观察组进行护理时则将持续质量改进模式进行运

用，干预措施如下： 
（1）护理小组组建。需对持续质量改进护理小组

进行建立，选择具备 2 年以上护理人员 3 名作为小组

成员，组长由护士长担任。在开展具体干预措施前，需

集中对护理小组宣贯，持续质量改进模式的作用以及

特点。 
（2）问题分析。需从护理干预措施以及患者自身

两个角度分析在留置针期间潜在的问题或者影响留置

针正常使用的因素，并制定针对性护理质量提升措施。 
（3）护理干预：①规范护理操作。在对留置针患

者开展各方面护理操作时，护理人员需保持高度责任

意识，认识到该方面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对患者进行

穿刺过程中尽量做到一次穿刺成功，避免对患者进行

反复穿刺。并掌握留置针期间，患者出现各类并发症的

指征，做到尽早评估，尽早干预。②对护理人员专业技

术能力进行提升。定期对护理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进行

提升，对最新护理技术进行掌握。可以聘请上级医院护

理专家定期到医院进行专业培训。并指导护理人员结

合临床护理经验等，对日常护理技巧进行总结和提升，

并运用到实际临床护理过程中。③注重护患沟通。在对

静脉留置针患者进行护理时，护理人员需与患者保持

良好沟通关心。穿刺前，告知患者静脉留置针的作用以

及在留置针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增加患者的

配合性。对于患者存在的关于留置针的各方面疑问，护

理人员需耐心为患者进行解答。④增加巡查频率并完

成对应记录工作。护理人员需结合患者各方面情况，评

估治疗过程中影响留置针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自主

意识，病症特点等。适当增加巡查频率，准确评估患者

在给药期间各方面临床症状以及穿刺部位的变化情况，

分析是否存在异常。⑤定期总结与提升。每周对留置针

规范护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了解该方面护理工

作的执行情况以及效果。总结与分析存在纰漏或者待

完善之处，并在后续护理过程中持续进行提升。 
1.3 观察指标 
研究期间需对两组并发症情况以及护理依从性进

行分析。并对比患者恢复过程中心理状态（按照 SDS、
SAS量表分析）以及生活质量（按照 SF-36量表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与两组有关数据都按照 SPSS20.0 进行处理，均值

±标准差对计量数据表示，t 检验，百分数对计数数据

表示，卡方检验，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情况分析 
对比治疗期间并发症，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

详见下表 1。 
2.2 两组依从性分析 
统计两组护理依从性，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

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并发症情况分析[n，（%）] 

组别 例数 静脉炎 堵管 皮肤感染 发生率 

观察组 37 1（2.70） 1（2.70） 1（2.70） 3（8.11） 

对照组 37 2（5.40） 2（5.40） 3（8.11） 7（18.92） 

χ2 - 4.857 4.857 6.714 9.874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依从性分析[n，（%）] 

组别 例数 依从 较为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观察组 37 20（54.05） 15（40.54） 2（5.41） 35（94.59） 

对照组 37 15（40.54） 15（40.54） 7（18.92） 30（81.08） 

χ2 - 6.041 0.000 8.141 8.141 

P - 0.001 1.000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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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心理状态以及生活质量分析 
在 SDS 评分上，观察组为（37.84±1.93），对照

组为（49.03±1.78），对比 t=9.028，P=0.001<0.05。在

SAS 评分上，观察组为（35.92±1.78），对照组为（52.14
±1.65），对比 t=10.001，P=0.001<0.05。在生活质量

上，观察组为（79.93±3.12），对照组为（70.01±2.01），
对比 t=14.739，P=0.001<0.05。 

3 讨论 
静脉输液属于临床最为主要治疗手段，将药物直

接注入到患者血液中，在血液循环的作用下，可以迅速

达到患者病灶部位，达到治疗的目的。部分患者需要长

期静脉输液治疗，若反复对患者进行穿刺，会增加患者

在治疗期间疼痛感，不利于保障临床治疗的综合效率。

合理使用静脉留置针，可以有效减少静脉给药过程中

对患者静脉穿刺频率，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但在长时

间静脉留置针过程中，容易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类型并

发症，包括静脉炎、感染等。因此，在对留置针患者进

行护理过程中，更应当做好对应护理工作[5-6]。在常规

静脉留置针规范护理的过程中，从穿刺前干预，静脉给

药过程中护理等方面实施干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保障该护理缓解质量，但依旧存在有一定局限性，无

法持续提升护理质量[3-4]。 
将持续质量改进模式运用到该部分患者护理的过

程中，及时总结在对该部分患者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制定针对性处理方案。从护理人员角度以及患者

角度进行干预。可以促使静脉留置针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得到更为全面护理支持，降低留置针期间并发症发

生率。同时，在护患良好沟通的过程中，可以增加患者

和各方面治疗操作的配合性[7-8]。在患者留置针期间或

者静脉给药期间，结合患者病症特点以及患者年龄等

多方面因素，适当增加巡查频率，可以及时发现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有突发性症状等，以便及时进行

处理，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9-10]。在本次研究中，观

察组留置针患者在治疗期间则开展持续质量改进模式

护理，结合观察可见，在该护理方案作用下，可以降低

并发症发生率并提升患者护理依从性，增加患者在治

疗期间生活质量。 
综合本次研究，在对静脉留置针患者进行护理时

可以将持续质量改进模式进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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