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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细节化护理在急诊静脉输液患者中的应用

怕提古丽汗·加马力，古丽热娜·麦提阿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新疆策勒

【摘要】目的 探究标准细节化护理在急诊静脉输液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于 2022年 3月-2023年 3月，

选取 100例急诊静脉输液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划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各 50例。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

实验组标准细节化护理。结果 实验组的护理质量评分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

较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急诊静脉输液患者中应用标准细节化护理，可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

的满意度，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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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tandard detailed nursing in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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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andard detailed care in patients with emergency
intravenous infusion.Methods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100 patients with emergency intravenous infus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Routine care was given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Using standard detail care in emergency
intravenous infusion patient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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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不仅是医院的重要科室，还是医院对外提

供服务的窗口，接待的患者多，病种类的复杂，如果

没有为患者提供周到的服务，会影响医院的社会形象。

急诊静脉输液室作为急诊科的一部分，要求医护人员

既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合理输液外，又要为其提供标准、

精心的护理服务，尽量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确保治

疗效果，同时提高急诊室的护理服务水平[1]。基于此，

本文将100例急诊静脉输液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分析标准细节化护理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100 例急诊静脉输液患者进行研究，时间为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划分对

比小组。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知晓研究流程，

自愿参与；（2）临床诊断需要行静脉输液治疗；（3）

无晕针、晕血症。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肿瘤、严

重肝肾脏功能障碍等病症；（2）既往精神疾病史，麻

醉药物过敏史；（3）患者急诊静脉输液时明确表示不

参与任何临床研究。对照组 50例患者中，男 27例，

女 23例；平均年龄（43.80±4.52）岁。实验组 50例患

者中，男 26例，女 24例；平均年龄（43.18±4.18）岁。

对比分析两组的一般资料（P＞0.05）。

1.2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医护人员严格按照医嘱进

行输液，告知患者及家属输液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随

时查看患者输液过程中是否出现异常反应等[2]。

实验组应用标准细节化护理，具体内容如下：（1）
合理排班。根据急诊输液室的人员组成合理排班，确

保排班的合理性，避免出现医护人员工作频繁、工作

超时等情况，医护人员还要做好交接班工作，确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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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准确无误的实施[3]。（2）增强专业护理能力。

急诊输液室在实施标准细节化护理时，为保证护理效

果，应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包括护理专业知识和

操作技能等，并在培训后对医护人员进行考核，只有

通过考核者，才能正式上岗。对于急诊输液室的医护

人员来讲，掌握新的理论知识和规范的技能，学会处

理一些紧急情况，可提高自己的穿刺成功率，减少不

良事件的发生。（3）工作流程。为保证患者在短时间

内实施静脉输液，要简化输液流程，如果是病情危重

的患，要开通绿色通道，先治疗，后交费；医护人员

要做好输液前的准备工作，认真核对患者的姓名、疾

病种类、输液使用的药物等，做到准确无误；医护人

员要根据输注的药品及患者的个人情况对将滴速控制

在合适的状态，叮嘱患者和家属不得自行调节，避免

出现异常反应[4]。（4）加强巡视。患者输液期间，医

护人员要及时巡视病房，观察并询问患者是否出现不

适感及异常情况，如针头移位、输液滴速异常、穿刺

点周围皮肤红肿等，如果出现异常，要及时告知主治

医生进行处理。（5）环境护理。为急诊静脉输液患者

营造良好的输液环境，可以放置杂志、报纸以及知识

宣传册等资料供患者翻阅，或是配置电视机，使患者

在输液期间观看视频转移注意力，打发无聊的输液时

间；安置饮水机，提供一次性纸杯，满足患者的饮水

需求；保持输液大厅干净整洁，及时清扫和消毒，避

免交叉感染。（6）健康教育。为提高患者的配合度，

使急诊静脉输液顺利实施，需要对患者进行简单的健

康宣教，从患者的疾病种类入手说明静脉输液的原因

及重要性，提前告知患者输液期间可能出现的不良反

应，耐心回答患者提出的问题，及时疏导不良情绪，

使患者积极配合[5]。（7）穿刺细节护理。穿刺过程中，

医护人员要事先了解患者的病情与过敏史，通过与患

者谈话的方式转移其注意力，使患者保持放松的状态。

一次穿刺成功后，硬纸板 3 段固定，同时告知患者输

液期间的注意事项，包括：不要移动穿刺部位、观察

皮肤等。如果一次穿刺未成功，不要进行反复穿刺，

而是请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进行补救，避免反复穿刺

使患者产生抵触心理[6]。（8）输液后护理。输液结束

后，用适当的方法拔出针头，将针柄微微提起，与穿

刺位置保持 10-15°角度，迅速拔出针头，然后用无菌

输液贴按压穿刺点，叮嘱患者按压 3-5min，目的是保

护血管。针头拔出后，还要观察是否出现皮肤淤血或

其他异常情况，一旦发现要及时处理[7]。

1.3观察指标

（1）护理质量评分：急诊输液室自行拟定护理质

量评分表，内容包括：输液环境、服务态度、穿刺水

平、健康教育，满分均为 100分。

（2）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满

意度=（非常满意+满意）/n×100%。

（3）不良事件发生率：急诊静脉输液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不良事件有输液不畅、留置针脱出、疼痛、液

体外渗。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使用 SPSS21.0统计学软件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χ±s）表示，组间 t检验；计

数资料用（%）表示，组间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护理质量评分

实验组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的护理质量评分（χ±s，分）

组别 n 输液环境 服务态度 穿刺水平 健康教育

对照组 50 83.54±2.45 82.48±2.87 84.49±2.49 81.43±2.26

实验组 50 96.21±2.14 94.65±2.26 96.18±2.53 97.28±2.63

t 11.492 12.371 15.413 14.102

P ＜0.05 ＜0.05 ＜0.05 ＜0.05

2.2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中，非常满意 21 例，满意 18 例，不满意

11例，满意度 78.00%（39/50）；实验组中，非常满

意31例，满意17例，不满意2例，满意度96.00%（46/50）。
两组比较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不良事件发生率

对照组不良事件包括：输液不畅 3例、留置针脱

出 1例、疼痛 4例、液体外渗 2例，总发生率 20.00%
（10/50）；实验组不良事件包括：输液不畅 1例、疼

痛 1例，总发生率 4.00%（2/50）。两组比较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相比于其他科室的护理工作，急诊输液室的护理

工作较为特殊，患者数量多，流动性大，疾病种类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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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涉及的输液药物多，大大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

量。同时，由于患者对疾病的认识程度良莠不齐，再

加上病情严重程度不一，给护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

度，比如：穿刺过程中患者疼痛敏感，不能积极配合，

影响穿刺效果；反复穿刺失败，患者产生烦躁、抵触

等情绪和心理；输液期间出现针头移位、穿刺针固定

不牢固等情况，导致输液效果受到影响[8]。上述不良事

件的发生，不但会影响急诊患者治疗的整体效果，还

会增加护患纠纷，影响医院的社会形象。

为了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保证输液效果，就要

在静脉输液过程中加强护理干预，在护理工作上精益

求精，注重护理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标准细节化护理

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遵循“以患为本”的工作理念，

结合就诊患者的具体病情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护理

方案，为患者提供全面、精细化的护理服务，尽量满

足患者提出的合理要求，保证各项工作的高效、有序

开展。标准细节化护理旨在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

整体治疗效果，减少患者因服务不周导致的不良体验

和抱怨。标准细节化护理起源于日本，它强调在细节

处护理，更加有温度与情感，关注患者的各种需求和

细节，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增强患者的康复信息，使

患者能够早日康复。

在急诊静脉输液中应用标准细节化护理，通过合

理排班、医护人员专业培训、工作流程及加强巡视，

可提高医护人员的能力水平与专业素养，通过各种培

训模式及培训内容，使医护人员认识到标准细节化护

理具有的优势作用；根据科室人员组成进行合理的排

班，做好交接班工作，能够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

提高护理效率；工作流程的简化能够保证护理的针对

性，尤其是对于危重症患者来讲，更具护理价值；加

强静脉输液期间的巡视，可以及时为患者提供所需要

的帮助，同时减少针头移位、输液滴速异常、穿刺点

周围皮肤红肿等异常反应的发生。患者输液期间给予

其环境护理、健康教育、穿刺护理以及输液后护理，

可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帮助患者更好的了解自己的病

情及输液的重要性，提高患者的认识，使其了解相关

注意事项，有一定的自主护理能力，更好的配合静脉

输液的相关工作；穿刺护理中，有效的穿刺可防止患

者出现抵触心理，避免多次穿刺情况的发生；输液后

的护理，叮嘱患者用无菌输液贴按压穿刺点 3-5min，
能够保护血管，避免出现皮下瘀血青紫现象。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

度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具体数据如下：护理质量评

分中，实验组的输液环境（96.21±2.14）分，服务态度

（94.65±2.26）分，穿刺水平（96.18±2.53）分，健康

教育（97.28±2.63）分；护理满意度 96.00%，不良事

件发生率 4.00%；对照组的输液环境（83.54±2.45）分，

服务态度（82.48±2.87）分，穿刺水平（84.49±2.49）
分，健康教育（81.43±2.26）分；护理满意度 78.00%，

不良事件发生率 20.00%。两组比较后存在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通过对研究数据的分析发现，

标准细节化护理的运用，可以为患者提供更为干净、

舒适的输液环境，进一步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以

及穿刺水平，使患者更加了解自己的病情以及静脉输

液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积极主动的配合各项临床工作，

并且护理满意度高。此外，应用标准细节化护理还能

减少输液不畅、留置针脱出、疼痛、液体外渗等不良

事件的发生，保证输液安全。

综上所述，标准细节化护理在急诊静脉输液患者

中的应用，能够提高输液环境、服务态度、穿刺水平、

健康教育等护理质量评分，提升患者的满意度，降低

不良事件发生率。也就是说，在今后的急诊静脉输液

患者的护理中，应大力推行标准细节化护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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