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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按压止血棉签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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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改进传统圆柱形棉签在用于按压止血时不易固定，容易滑落或移位等问题。方法 通过观察

临床及查找资料结合临床需求，设计新型按压止血棉签。结果 新型按压止血棉签，便于固定，不易滑落或移位，

能够满足不同穿刺部位按压止血，降低出血率。结论 新型按压止血棉签操作简单，提高止血效率，有利于改善

护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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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 new type of press hemostatic cotton sw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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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cylindrical cotton swabs that are not easy to fix, slide, 
or displace when used for pressing hemostasis. Methods A new type of press hemostatic cotton swab was designed based 
on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data search combined with clinical needs. Results The new type of pressing hemostatic cotton 
swab is easy to fix, not easy to slide or shift, and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ressing hemostasis at different puncture 
sites, reducing the bleeding rate. Conclusion The new type of pressing hemostatic cotton swab is simple to operate, 
improves hemostatic efficiency, and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nurse 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ing patient 
satisfaction. It has good social benefits an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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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签是医疗单位使用最频繁的一种医疗耗材之一，

其中在皮肤消毒、按压止血等操作时都需要使用无菌

棉签。而传统的棉签都是圆柱形的，在用于皮肤消毒时

比较方便，但用于按压止血时容易滑落或移位，导致按

压效果不好、穿刺部位出血、皮下血肿或瘀斑，使其没

有达到止血的效果。且需靠人力进行按压，在多处穿刺

拔针后或用于儿童按压止血时，更不易固定，固定不好

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出血，患者满意度下降，增加护士工

作量。如何采用最佳的按压止血方法与材料，减少局部

并发症，一直是临床护理人员探讨和研究的问题[1-3]。

现临床的止血方式都还趋于传统的人工压迫，常常出

现一些因压迫不当所致的并发症。临床上肘静脉采血

是基本的护理操作，尽管技术娴熟，但局部皮肤淤血和

血肿仍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其主要原因是拔针后的按

压止血不当所致。导致按压不当的原因有很多与人工

按压有关，第一，在护士与患者交接按压棉签时容易移

位；第二，人工按压很难数分钟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动，

只要压迫姿势改变时，压迫部位的压力就有可能改变，

以及可能出现压迫点不准确导致并发症发生；第三，按

压的力度不易控制。 
静脉穿刺拔针后护士按压力度太小，起不到止血

效果；按压力度太大则会阻断静脉回流。静脉按压止血

问题在临床护栏工作中已经成为一大难题，也因此容

易导致护患关系紧张。 
在肿瘤日间门诊治疗患者中，一部分患者是使用

留置针进行静脉输液治疗，因为反复多次的穿刺，静脉

质量不佳导致时常需要更换穿刺部位，难免会用到骨

突处或是不便于按压止血部位的血管。在用留置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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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输液治疗的患者中，也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乏力或

上肢活动不便而按压不到位，导致在拔针后穿刺口出

血、淤血或皮下血肿。如果患者因为按压不当或棉签滑

落后出血，患者通常会比较紧张，而直接用手去按压穿

刺口，在这一过程中，很有可能造成感染，尤其是免疫

力低下的人群，这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增加了患者

的治疗费用、增加医疗安全事故的发生，也增加了护士

的工作量。通过临床工作的观察，及患者对穿刺后止血

的需求，一种免人工按压止血的棉签已成为了临床工

作中的刚需。鉴于此，作者设计了一种新型按压止血棉

签，并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现介绍如下： 
1 材料与制作 
新型按压止血棉签总长度 7cm，把传统的圆柱形

棉签头改为扁头安装板，安装板长 1.0cm，宽 0.6cm，

扁头安装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止血棉，止血棉位于安

装板的中央，止血棉的底部中侧固定连接有止血药贴，

止血药贴为直径 0.3cm 圆形，止血药贴的底部表面粘

接有塑胶贴板，止血棉的表面左右两侧固定连接有止

血挤压条，安装板的左右两侧表面均固定连接有粘黏

板，粘黏板位于扁头安装板的中侧。 
2 使用方法 
在对患者穿刺部位进行止血时，此时手持竹签 4使

得扁头安装板 1 的止血棉 2 位于穿刺部位出血处，此

时首先使得止血药贴 3 正对患者的穿刺出血处，此时

将止血药的塑胶贴板 30 撕下，使得止血药贴 3 贴附于

患者出血处，此时止血棉 2 紧密贴合患者出血部，并

通过设有的止血挤压条 20 进行按压止血，随即通过粘

黏板 5 上的粘胶贴 50、紧密贴胶 51 贴附于患者的皮

肤表面，使得止血棉 2 进行固定，无需人工按压，通

过竹签 4 的设置，使得在止血完毕后，通过将竹签 4 拿

起，即可将扁头安装板 1 上的结构整体脱离患者皮肤

处，避免二次接触伤口造成感染。见图 1-4。 

 

图 1  新型按压止血棉签整体结构示意图 

注：1.扁头安装板 2.止血棉 4.竹签 5.粘黏板 6.密封贴 40.密封圈 

 

图 2  新型按压止血棉签底部结构示意图 

注：2.止血棉 4.竹签 5.粘黏板 50.粘胶贴 51.紧密贴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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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型按压止血棉签止血棉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注：2.止血棉 20.止血挤压条 3.止血药贴 30.塑胶贴板 

 

图 4  新型按压止血棉签扁头安装板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注：1.扁头安装板 4.竹签 5.粘黏板 10.药物槽 40 密封圈 
 
3 优点 
（1）采用扁头平面设计，便于固定，不易滑落或

移位，能够满足不同穿刺部位按压止血，且更舒适，具

有较强的适用性，使用范围广。（2）黏胶贴及挤压条

加压固定，无需用手按压，可解放双手。（3）止血药

帖加速止血，避免因按压不当造成穿刺口流血或皮下

出血。（4）操作简单，可用于多个部位同时止血。（5）
取下方便，避免二次污染。（6）减少了因患者按压不

当造成出血需二次按压而再次取棉签进行按压，减少

资源浪费，提高患者满意度，减轻护士工作量。（7）
减少医疗安全事故的发生。 

4 总结 
静脉血管管壁薄，血管口径大，血压低，易受重力

及血管外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对穿刺点进行压迫止血，

如压迫止血方法不当，不但会造成血液丢失，而且还能

引起皮下血肿，造成血管损伤及血流量下降，严重者可

导致血管硬化，周围组织纤维化及血栓形成[4]。李晓惠

等[5]研究静脉穿刺拔针后按压止血应护理人员单独操

作为宜。但是一人按压耗时耗力，长时间按压可造成按

压疲劳、按压时间不足和力度较轻等，导致皮下出血或

淤血现象发生。传统按压止血的方法是用多是拇指按

压，由于拇指面积小，容易发生按压移位导致并发症的

发生。因此，有效的压迫止血方法是维护患者血管功能

的重要手段之一[6]。本实用新型按压止血棉签不仅能做

到有效固定、提高止血效率，还能节省了患者的按压时

间，解放患者双手，提高了护士的工作效率及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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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具有良好的

社会效益。新型按压止血棉签具有安全有效的特点，具

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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