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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在降低重症结核患者静脉治疗护理并发症中的

作用探讨

孙 哲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西太原

【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在降低重症结核患者静脉治疗护理并发症中的作用。方法 以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为对照组，以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为观察组，两组分别采用常规管理、护理质量与安

全管理，比较组间管理效果。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穿刺用具选择合格率更高，差异显著（P＜0.05）；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更高，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P＜0.05）。结论 将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应用于重症结核患者静脉治疗中能取得理想效果，其值得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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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nursing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in reducing nursing complications of intravenous
therapy for severe tuberculosis patients

Zhe Sun

Taiyuan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Taiyuan, Shanxi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ole of nursing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in reducing
intravenous therapy nursing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tuberculosis. Methods Taking January to
December 2021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January to December 2022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wo groups
adopted routine management, nursing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to compare the management effect between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cceptance rate of puncture equipment was high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P<0.05);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in the intravenous treatment of severe tuberculosis patients can achieve ideal results,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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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临床中广泛使用了静脉输液法，静脉输

液的护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疾病治疗效果，由于受

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静脉治疗工作量大、患者

治疗方案与药物性质的区别等，使得护理难度有所

增加，且会导致静脉输液的风险增加 [1]。有的患者

在静脉治疗中极易出现并发症，因此，临床应加强

对静脉输液护理的管理工作 [2]。本次研究主要就护

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在降低静脉治疗护理并发症中

的效果进行分析，详细的研究内容作如下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分别对两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护理管

理方法，分别为采用常规管理的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对照组）和采用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的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观察组）；两个阶段均为同一批

护理人员，均为 11 例，其中男女人数比为 2：9，
年龄最小 22 岁，最大 46 岁，平均年龄（29.53±2.15）
岁；分别有 3 例初级职称，7 例中级职称，1 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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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职称。随机将两个阶段所干预的 60 例患者进行

研究，对照组 30 例，男女人数比为 14:16，平均年

龄（47.23±2.31）岁；观察组 30例，男女人数比 15:15，
平均年龄（48.31±3.05）岁；两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差异不显著（P＞0.05）；可比性较高。均知晓此次

研究，自愿参加。研究经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同意。

1.2研究方法

1.2.1对照组

给予常规护理管理，包含患者信息、药物信息

认真核对，静脉通道迅速建立，相关注意事项明确

告知等。

1.2.2观察组

此基础上，应用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具体方

法如下：（1）完善输液护理规章制度：及时健全

特殊药物告知制度，患者需使用此类药物时，药物

名称、药理作用等相关内容在使用前讲解给患者及

家属，用药后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重点告知，预防

护患纠纷；针对特殊治疗，设立专用的书面签字制

度，当患者接受此类治疗时，治疗前与患者做好解

释，并让其签字确认；进一步完善输液器等治疗物

品的使用、日常管理制度，每次使用前，其性能、

无菌等状况要全面检查，使用后，处理工作按照相

应制度妥善开展；建立完善的风险事件相关制度，

包含无菌操作制度、药物皮试制度、查对制度、护

患沟通制度、护理文书书写制度等。（2）严格制

定护理查对制度：护理查对制度进一步完善，对护

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作出规范；姓名核对时，要反复

进行，同时所用药物、给药剂量等也认真核对，从

根本上保障治疗安全；护理查对制度执行过程中，

护理人员如出现疏忽和问题，纠正和指导要及时开

展，并监督其加强学习，促进护理工作质量不断的

提升；将护理查对工作质量作为考察内容之一，并

把考察结果结合绩效考核等，使护理人员对查对工

作质量高度重视，进而严格开展此项工作。（3）
强化输液过程安全管理：静脉治疗前，药物名称准

确告知患者，并及时解释药物作用、常见不良反应

等，同时把输液期间相关的注意事项明确告知，促

进患者依从性增强；输液过程中，药物核对认真开

展，全面分析既往病史，药物过敏史是否存在重点

确定；定期检查药物相关信息，包含药物名称、药

物有效期等；静脉穿刺时，穿刺部位要适当选择；

输液期间，巡视工作适当加强，将输液速度私自调

整的危害明确告知患者和家属，避免其作出此行为，

嘱咐其及时向护理人员告知不适情况；完成输液后，

撕胶贴操作要小心进行，之后缓慢取出针梗，针头

同时迅速拔出，最后指导患者轻轻按压穿刺部位的

方法，并告知治疗后相关注意事项，预防不良情况

的发生。（4）加强培训：①重视人员培训：职业道

德教育注意加强，尤其是新进护士，教育中详细讲

解相关法律知识，让护理人员充分重视输液安全管

理工作；护理操作规章制度全面讲解，使其制度意

识增强，提高各项护理操作的规范性；常见护理纠

纷类型、护理纠纷引发原因、预防护理纠纷方法等

也要加入培训内容中，护理纠纷的处理方法重点讲

解，促进护理人员预防及处理能力增强。②注重护

理技术培训：护理技术培训定期组织，以穿刺技巧、

穿刺部位合理选择、穿刺方法等为主要培训内容。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穿刺用具选择合格率；对两组患者的满

意度进行比较。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包含导管

堵塞、导管脱出、静脉炎三项。

1.4统计学方法

根据 SPSS28.0 进行数值调研，本研究中采用计

量资料以及计数资料（χ±s）、[n，（%）]进行表

示，为证实此次研究的统计学意义，分别进行 t 以
及χ2检验，以差异 P＜0.05 为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的穿刺用具选择合格率的比较

观察组的穿刺用具选择合格率高于对照组，差

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的穿刺用具选择合格率的比较 [n（%）]

组别 n
头皮钢针

（n=5）

外周静脉导管

（n=9）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输液港

（n=16）
总合格

对照组 30 2（6.66） 6（20.00） 15（50.00） 23（76.66）

观察组 30 3（10.00） 8（26.66） 16（53.33） 27（90.00）

χ² - - - - 1.920

P -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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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两组患者满意度的比较

观察组非常满意 16（53.33%）、基本满意 13
（43.33%）、不满意 1（3.33%）；对照组非常满意

13（43.33%）、基本满意 11（36.66%）、不满意 6
（20.00%）；满意度对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29（96.66%）VS24（80.00%）（P＜0.05）。

2.3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出现 1 例导管堵塞，并发症发生率为

3.33%；对照组出现 1 例导管堵塞、1 例导管脱出、

2 例静脉炎，发生率为 13.3%，P＜0.05。
3 讨论

静脉输液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其极易引发一

系列并发症，不仅会影响患者的预后效果，且对医

院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3]。为了使静脉输液的安全

性得到提升，医院应加强静脉输液的护理工作。临

床采用的常规管理方式存在诸多不足，护理质量与

安全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管理模式，其是由专业的护

理管理小组负责患者的静脉输液治疗护理工作，其

能使护理人员的静脉输液风险管理意识、输液业务

水平得以提升，有助于降低静脉输液风险，其具有

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4]。

现阶段，静脉治疗护理工作存在以下两方面的

问题：（1）随着不断加剧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

不断改变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果，持续的增加临床静

脉治疗患者数量，且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占比较

大，导致护理人员承担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量[5]；

（2）虽然不断增加缓和数量，但却并未明显增多

护理人员数量，这导致显著增加护理人员的工作量，

再加上日常护理患者多数为老年人，一定程度的增

加护理难度，长此以往容易造成护理不良事件 [6]。

因此，静脉治疗期间，针对潜在风险、可能不良事

件，应对护理管理方式作出转变，强化安全管理，

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患者治疗安全性增强，进而使

患者对护理工作更加满意，减少护理纠纷和护理投

诉事件[7]。

本次研究中，在静脉治疗护理管理中应用了护

理质量及安全管理，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

察组的穿刺用具选择合格率更高，患者满意度更高，

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差异显著（P＜0.05）。提示在降低静脉治疗

护理并发症中采用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能取得理

想效果。分析原因 [8]：（1）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应

用后，可转变护理人员传统的被动护理方式，变为

主动护理，并在护理中综合考虑患者病情、静脉状

况、药物性质等多种因素，保障了静脉治疗的安全

性，进而降低静脉治疗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

静脉穿刺用具及部位选择的合格率[9]；（2）相关规

章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极大的规范护理人员的各项

护理操作，再加上人员和技术水平培训的开展，明

显提高其护理工作能力，让其掌握更多的专业静脉

治疗护理重视，最终增强护理质量，提升患者对护

理的满意程度[10]。

综上所述，静脉治疗开展时，应用护理质量及

安全管理后，可显著减少相关并发症，提高治疗的

安全性，并提高护理质量，让患者对护理工作更加

满意，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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