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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在小儿护理中的应用 

王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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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采用静脉留置针进行输液治疗，在小儿临床护理中的实际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时

间段为 2018.5 月~2020.1 月期间，我院儿科中需要进行输液治疗的小儿患者，共计 64 例，将其作为本次实

验的主要研究对象，并按照穿刺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儿各 32 例。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

的穿刺方式进行输液治疗，观察组患儿则是采用静脉留置针进行穿刺输液，对比两组穿刺方式下的临床效

果，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护理质量和护士满意度分别为（97.61±3.92）、（96.25
±3.18），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的护理质量（91.52±3.74）和护士满意度（89.35±2.76），且组间数据差

异明显，（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此外，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达 96.87%，明显优于对照组满意度 84.37%，

数据差异较大，且（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静脉留置针穿刺输液对小儿护理的临床影响效果具

有显著的优势，能欧促进护理质量和护士满意度的提高，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还有助于促进护

理满意度的增加，实现良好护患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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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for 
infusion therapy in clinical nursing of children. Methods: A total of 64 pediatric patients requiring infusion therapy 
in the pediatrics of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ay 2018 to Jan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experiment, and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s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uncture methods, 32 children in each group.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puncture methods. Th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Results: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nurse 
satisfaction of th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97.61 ± 3.92) and (96.25 ± 3.18),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91.52 ± 3.74) and nurse satisfaction (89.35 ± 2.76), and the 
dat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is significant (P <0.05), which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s high as 96.87%,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of 84.37%. The data differed greatly and (P <0.05), which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puncture infusion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ediatric 
nursing. It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and nurse satisfac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ursing staff,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e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od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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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新型的穿刺方 法，能够进行输液治疗和胃肠外营养输入，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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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方式相比较，静脉留置针具有保留时间长、输液

类型广泛、针头弹性好的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到临

床中。目前，使用静脉留置针最多的科室为儿科，主

要是由于儿科患者多为儿童，具有活泼好动的特点，

如果采用常规的穿刺方式，很容易造成穿刺失败现象

的发生，而使用静脉留置针则具有绝对性的优势，避

免了反复穿刺、降低了患儿的疼痛感，促进临床护理

质量的提高。同时，使用该种方式，能够减轻患儿家

属的精神压力，有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构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时间段为 2018.5 月~2020.1 月期间，我院儿

科中需要进行输液治疗的小儿患者，共计 64 例，将

其作为本次实验的主要研究对象，并按照穿刺方式的

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儿各 32 例。本次

实验纳入标准：自愿参与本次实验；无其他先天性疾

病、传染性疾病等因素；需要接受输液治疗；本次实

验排除标准：拒绝参与本次实验；存在其他先天性疾

病或者是传染性疾病。对照组 32 例患儿中，男性患

儿 20 例，女性患儿 10 例，年龄 6 个月~8 岁，平均

年龄为（5.72±3.56）岁；观察组 32 例患儿中，男性

患儿 18 例，女性患儿 14 例，年龄 2 个月~12 岁，平

均年龄为（6.21±3.75）岁。对比两组患儿的年龄、

性别等一般资料，数据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对实验结果无影响，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的头皮针穿刺方式，观察组

患儿则实施静脉留置针穿刺，具体实施措施如下。 
首先，需要确定穿刺部位。由于儿童的血管大多

较细，所以在穿刺前需要选择合适的穿刺部位，即弹

性好、血流丰富的血管，一般情况下，儿童的穿刺部

位多是耳后静脉和手足背静脉。对于一些血管较差的

儿童，或者是在冬季穿刺条件较差的季节，可以对患

儿的血管部位进行热敷，可以提高穿刺成功率[1]。 
其次，在穿刺部位选定后，需要严格按照规定标

准进行消毒和穿刺，并妥善固定。在留置针留置期间，

需要对患儿的穿刺肢体进行一定程度的制动，尽量减

少大幅度的活动，进而能够避免患儿因活动肢体所造

成的穿刺点出血，使血液在留置针内出现凝结，堵塞

针头。此外，在输液过程中，可以对穿刺肢体进行热

敷，改善患儿的血液循环状态，加快患儿机体的新陈

代谢，提高患儿的局部抗炎能力[2]。 

再次，在每次输液完成后，需要使用肝素钠溶液

或者是专门的封管液对留置针进行封管，防止血液出

现回流造成留置针的堵塞。同时，需要在留置期间做

好消毒处理，指导患儿家属保持留置部位的皮肤清洁

和干燥，避免出现穿刺部位的感染或炎症[3]。 
最后，如果在留置过程中因为针头受压或者是反

折等原因，造成了针头的堵塞现象，则需要使用尿激

酶或者是肝素钠溶液进行冲管，防止因管路堵塞对治

疗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对于静脉留置针的日常护理，

需要注重对针管堵塞现象的严密观察，以及观察针管

的深度，避免出现针管脱出现象[4]。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穿刺方式下的临床效果，以及对护理工作

的满意度作为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临床效果主要是

包括了护理质量和护士满意度。护理满意度则使用问

卷调查的方式，由患儿家属进行填写，其中包括了护

理操作、护理态度、护理效率等方面，主要分为非常

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部分。 
1.4 统计学处理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的各项数据均使用统计学

软件 SPSS20.0 进行处理和分析，使用（分）进行表

示，所得结果的验证使用 t 值，当（P＜0.05），表示

数据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表 1 临床效果对比（分）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 护士满意度 

观察组 32 97.61±3.92 96.25±3.18 

对照组 32 91.52±3.74 89.35±2.76 

t 值  6.3751 6.2693 

P 值  ＜0.05 ＜0.05 

观察组患儿的护理质量和护士满意度分别为

（97.61±3.92）、（96.25±3.18），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患儿的护理质量（91.52±3.74）和护士满意度

（89.35±2.76），且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0.05），

存在统计学意义。 
2.2 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 32 例患儿中，非常满意为 15 例，满意

12 例，不满意 5 例，总满意度为 84.37%；观察组 32
例患儿中，非常满意为 20 例，满意为 11 例，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为 96.87%；对比两组患儿家属对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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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满意度，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明

显，（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由于儿童的血管较细，且不能主动配合护理人员

进行穿刺，所以在临床穿刺过程中时常会出现穿刺失

败的现象，或者是在输液过程中，由于儿童活泼好动，

造成针头刺出血管外，出现渗液等现象[5]。而静脉留

置针作为一种新型的穿刺方式，根据其保留时间长、

输液类型广泛、针头弹性好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到儿

科的临床治疗中，不仅能够减少反复穿刺的次数，降

低患儿的疼痛，还有助于实现临床护理质量的提高
[6]。 

因此，静脉留置针对于小儿护理具有较好的优

势，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护理人员严格根据留置

针操作标准进行规范化的操作步骤，做好每一个环

节，提高穿刺成功的效率，进而有助于促进小儿临床

护理质量的提高，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7]。 
根据本次实验可知，采用静脉留置针的观察组患

者其护理质量和护士满意度分别为（97.61±3.92）、

（96.25±3.18），远高于采用常规穿刺方式的对照组

患儿的护理质量（91.52±3.74）和护士满意度（89.35
±2.76），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0.05），存在统

计学意义。且对比两组穿刺方式下的护理满意度，观

察组为 96.87%、对照组为 84.37%；观察组明显优于

对照组，数据间差异较大，（P＜0.05），存在统计

学意义。总之，对于小儿患者的输液治疗，选用静脉

留置针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能够促进护理质量和护

士满意度的提高，实现护理满意度的提升，构建良好

的护患关系，可以在临床进行推广和使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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