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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静脉留置针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与相关护理。方法 选取 94 例新生儿患者作

为此次研究对象，患者均在治疗期间使用静脉留置针，符合研究标准。采用分组式结果分析，需要研究人员

将该 94 例患者按照 1:1 比例分为观察组（47 例）与对照组（47 例），患者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2 月到

2019 年 12 月期间，对照组新生儿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新生儿运用综合护理方式，研究期间需要

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静脉炎、穿刺点感染、导管堵塞以及穿刺渗血并发症发

生率。结果 观察组采用静脉留置针的新生儿运用综合护理方式后，静脉炎发生率为 2.13%、穿刺点感染发生

率为 2.13%，对照组应用静脉留置针的新生儿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后静脉炎发生率为 6.38%，穿刺点感染发生

率为 6.38%，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

度为 95.74%，相较于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82.98%高，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实际统计意义（P＜0.05）。

结论 使用静脉留置针的新生儿患者运用综合护理方式可以有效降低静脉炎、穿刺点感染、穿刺渗血等并发

症发生率，提高护理满意度，可在临床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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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related nursing of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 neonatal care. Methods: 94 neonatal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used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s during treatment, which met the research standards. Using grouped result analysis, researchers 
need to divide the 94 patients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47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47 cases) according to a 1: 
1 ratio, and the patient extraction period is from February 2019 to December 2019 during the period, the neonatal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neonatal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metho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nurses were required to make records and 
compar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phlebitis, puncture point infection, catheter blockage and punct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bleeding complications. Results: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care method was adopted 
for neonates with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phlebitis was 2.13%, and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at the puncture point was 2.13%. In the control group, neonates with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phlebitis. The incidence rate was 6.38%, and the incidence of puncture point 
infection was 6.38%.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74%,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82.98%.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data comparison and it had pract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Neonatal patients using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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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cations such as phlebitis, puncture point infection, and puncture bleeding,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can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Neonatal Care; Application 
 

静脉留置针为临床中常见的输液方式，新生儿

使用静脉留置针进行输液，可以减少穿刺次数，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穿刺给患者带来的伤害。另外，新

生儿的血管比较细，使用静脉留置针可以有效减少

护理人员的工作量，总体使用效果较佳。不过，静

脉留置针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比较容易出现静脉炎、

穿刺点感染、导管堵塞以及穿刺渗血等并发症，本

次研究对使用静脉留置针的新生儿患者采用综合护

理方式，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94 例新生儿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患者

均在治疗期间使用静脉留置针，符合研究标准。将

患者按照 1:1 比例分为观察组（47 例）与对照组（47
例），患者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2 月到 2019 年

12 月期间，对照组新生儿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

患者年龄≥7 天，≤24 天，平均年龄（15.38±4.27）
天，患者男女比例（27:20）例；观察组新生儿运用

综合护理方式，患者年龄≥8 天，≤26 天，平均年龄

（17.89±4.33）天，患者男女比例（28:19）例，两

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较小（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新生儿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主要是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穿刺点，密切查看输液情况

等。观察组新生儿患者运用综合护理方式，具体实

施如下:（1）合理选择穿刺部位，新生儿年龄较小

血管较细，应该尽量选择上肢、耳后静脉等血管清

晰的穿刺点，尽量避开神经、关节处[1]。如果患者

输入的液体刺激性比较强，需要选择弹性较好、粗

大的血管，从而有效避免静脉炎的发生。如果患者

的穿刺部位位于下肢，需要在足部垫软枕头，将下

肢适当抬高 20~30℃，增加血液回流[2]。（2）对操

作流程进行规范，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行静脉留置针

操作前需要按照七部洗手法进行手消毒，整个操作

流程必须严格遵守无菌标准。患者穿刺部位的消毒

面积必须大于敷料覆盖面积，从而防止细菌滞留在

无菌敷料覆盖处，避免穿刺点感染[3]。如果静脉留

置针穿刺失败，需要更换穿刺部位，选择新的穿刺

点，并更换新的静脉留置针。此外，还需要严格控

制输液速度，对于具有刺激性的液体，需要适当减

缓输液速度，降低血管压力。对于高渗性液体，需

要建立两条静脉通路，一方面可以减缓液体输注的

速度，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液体在一根血管中持续输

入[4]。（3）留置针留置期间的干预，部分患者的穿

刺部位比较隐蔽，比如，位于四肢、耳后以及腋下

等位置，比较容易忽略患者使用静脉留置针输液。

因此，可以在床头、床边等比较明显的位置进行标

注，具体标注内容包括留置时间、穿刺部位等，促

使护理人员交接班。此外，还需要在敷贴处标明起

止时间、使用状况等[5]。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使用静脉留置针的新生儿患者

观察指标为护理满意度、静脉炎、穿刺点感染、导

管堵塞以及穿刺渗血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需要将观察组与对照组新生儿患者观察指标、

计数资料统一录入计算机设备中，最终研究数据需

要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表示本

次研究的计数资料，护理满意度、静脉炎、穿刺点

感染、导管堵塞以及穿刺渗血并发症发生率使用

（%）来表示，采用 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数据存在

差异时，以（P＜0.05）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

数 
非常 
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 
满意度 

观察组 47 29（61.7） 16（34.04） 2（4.26） 45（95.74） 

对照组 47 20（42.55） 19（40.43） 8（17.02） 39（82.98） 

X2  3.684 3.067 2.458 4.568 

P 值  ＜0.05 ＜0.05 ＜0.05 ＜0.05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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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研究数据对比（n/%） 

组别 例数 静脉炎 
穿刺点 
感染 

导管 
堵塞 

穿刺 
渗血 

观察组 47 1（2.13） 1（2.13） 2（4.26） 1（2.13） 

对照组 47 3（6.38） 3（6.38） 4（8.51） 2（4.26） 

X2  3.691 3.014 2.688 1.254 

P 值  ＜0.05 ＜0.05 ＜0.05 ＜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患者静脉炎、穿刺点感染、

导管堵塞以及穿刺渗血并发症发生率相较于对照组

患者高，组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静脉留置针为一种将导管留置在血管中进行输

液的输液工具。适用于需要连续输液、每天进行静

脉输液的患者，使用该种穿刺方式可以有效保护患

者的血管，减少间断性输液的次数，避免多次输液

状况对患者造成的损伤。此外，新生儿使用头皮针

穿刺出现药物外渗的概率较高，而静脉留置针可以

有效避免该种药物外渗发生[6]。不过，该种输液方

式对护理人员专业水平要求较高，其选择的血管必

须为粗直、血流量丰富以及弹性较佳的血管。如果

患者人员在实际静脉留置针操作过程中未严格按照

无菌操作标准、穿刺部位选择不合理，将会诱发静

脉炎、穿刺点感染、穿刺渗血等并发症，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患者痛苦，严重情况将会危及患者生命[7]。

因此，为了有效降低静脉留置针并发症发生率，提

高护理满意度，本次研究对使用静脉留置针的新生

儿采用综合护理方式，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护理满

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显著（P＜
0.05）。此外，观察组患者静脉炎、穿刺点感染、

导管堵塞以及穿刺渗血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主要因为综合护理方式对患者穿刺部位、操作流程

以及留置针留置期间护理方法进行规定，从而有效

避免了并发症的发生[7]。 
综上所述，使用静脉留置针的新生儿患者运用

综合护理方式可以有效降低静脉炎、穿刺点感染、

穿刺渗血等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护理满意度，可在

临床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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