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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普外科深静脉导管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肖燕群 

南部战区海军第一医院普外科  广东湛江 

【摘要】目的 分析细节护理在普外科深静脉导管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参与本次研究患者的数量为 80
例，起始时间为 2022 年 6 月份，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6 月份，分成参照组与实验组；每组患者的数量为 40 例，

参照组患者为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提供细节护理，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 实
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更高，并发症的发生率更低，(P<0.05)。结论 在普外科，为深静脉导管患者提供细节护理，

可以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降低患者并发症的机率，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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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detail nursing in deep vein catheter nursing in general surgery 

Yanqun Xiao 

General Surgery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Naval Hospital of the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 Zhanjiang, Guang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detai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deep venous catheters in 
general surgery. The number of pati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study was 80, starting from June 2022 and ending in June 2023,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There are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ing detailed car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lower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P<0.05). Conclusion: In general surgery, providing detailed care for patients with deep 
venous catheters can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care and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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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静脉置管是临床中常用的一种医疗操作。因具有

保留时间长、易操作、输液种类较多等特点，能够在短

时间快速为患者建立安全可靠的静脉通道，并广泛应用

于临床输液、补液、营养支持等方面，且应用价值较高。

深静脉置管不仅能够减少皮肤穿刺次数，保护皮肤，而

且能够降低药物对血管刺激，利于药物吸收，极大减轻

患者痛苦。深静脉置管作为临床抢救急危重症患者，需

要大量且快速给药以及长期化疗患者使用的一种治疗

方法，该种治疗方法可以让患者获得一条有效的静脉

通路，对患者的全身循环血量、体液平衡以及心功能情

况进行有效的监测，使得患者的临床效果得到提升[1]。

但置管属于一种侵入性操作，患者会出现并发症，影响

治疗，故选择有效的护理模式，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降低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机率十分重要。本文就细节护

理在普外科深静脉导管中的护理效果进行讨论，详见

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患者数量为 80 例，起始时间为 2022

年 6 月份，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6 月份，男性患者 39
例，女性患者 41 例，年龄 38-79 岁之间，其平均年龄

（ 57.41±1.59）岁。分析所有患者基础资料显示

（P>0.05）。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提供常规的护理模式，为患者普及疾

病的相关知识，普及置管的重要性，术后注意事项，给

予疼痛护理，观察患者的病情心理护理等。实验组患者

提供细节护理，具体包括：1、为患者做好心理护理以

及健康宣教，置管前，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明确患者

的内心状态，依据患者的性别、年龄、疾病、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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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进行判断，依据患者的问题选

择个性化的心理护理对策以及方法，让患者可以拥有

更为积极和乐观的心态，消除患者的顾虑，提高患者的

配合度。穿刺成功后，让患者了解保持患肢处于功能位

的重要性，提醒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何发现导

管脱落或者与输液器发生脱离[2]。2、观察患者的病情

细节，对患者的置管局部皮肤、置管周围组织情况细致

观察，明确患者的皮肤颜色、肿胀的程度，动脉搏动状

态，确保导管处于顺畅的状态，询问患者的自我感觉，

做好患者的护理工作。3、细节化的护理患者的穿刺部

位，确保患者的穿刺部位处于清洁且干燥的状态，定期

为患者更换敷料，消毒范围的直径达到 10cm 以上，为

患者贴膜时避免出现气泡残留，若出现敷料污染或者

潮湿时应随时更换，坚持无菌操作[3]。4、依据患者具

体情况决定其换药次数。若患者存在穿刺部分特殊、导

管材料较硬等情况，致使敷料未能与穿刺部位平整敷

贴，对于此种情况，换药应 3 天 1 次或者 1 周 2 次。

若为深静脉导管置于患者上臂，其所用导管较细小、柔

软，并且敷料可平整敷贴，则可按照 1 周 1 次进行换

药。若处于夏季，由于患者易出汗，可能会引发切口出

现渗液、发红等现象，此时应增加更换药物次数。5、
选择适宜的换药方式。换药前显影液酒精棉在穿刺点

周围进行消毒，应注意不可接触穿刺点。酒精脱脂范围

直径不得小于 15em，并较小范围使用聚维酮碘进行消

毒。消毒方法为由中心点向外、顺时针、逆时针方向均

进行 4 次消毒，注意把控擦拭力度，并彻底清除血污、

胶布、分泌物等。消毒操作时应严格遵循无菌操作流程

执行。6、导管接口护理。首先，每周进行 1 次输液接

头更换，比如输液接头内有血迹、脂肪乳剂或输液接头

出现破损等情况。 

其次，输液接口更换时应在横截面、环状旋处使用 75%
乙醇或乙醇棉片反复进行冲洗与擦拭，以确保消毒质

量。干燥后做好输液接头连接工作。7、冲管与封管护

理。利用右手食指与中指将针筒给予固定，通过大鱼剂

与活塞进行推-停-推-停的动作，切不可间断。此外，待

输血白蛋白高价营养液或相关输液结束后，应采用

20ml0.9%的氯化钠注射液进行冲管。若患者长时间持

续输液，则应每 12 好进行一次冲管。7、确保患者输

液期间处于通畅的状态，严格遵循输液前后用 20ml 肝
素盐水脉冲式冲管，根据导管及患者情况选择 100ml
盐水+10000 单位肝素钠，输液过程中根据所输液体配

伍禁忌选择生理盐水或 5%葡萄糖液 20ml4-6h 冲管一

次，冲管均使用 20ml 注射器正压封管。并建立交接登

记本。出现输液不畅时，应分析原因进行有效的处理，

怀疑堵管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尿激酶，避免加压冲管，

导致堵的血块推入血管引发栓塞。8、避免出现导管滑

脱，妥善固定好导管，穿刺时时应避开关节和凹陷的部

位，更换敷贴时动作应轻柔，做好床头交接班，提醒患

者置管后不得频繁且剧烈的活动[4]。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并发症的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将进行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使用 SPSS21.0数据包

处理，文中所涉及到的计数用（n%）表示，行 χ2 检验，

计量数据用（x±s）表示，行 t 检验，P<0.05 。 
2 结果 
2.1 实验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P<0.05（见

表 1）。 
2.2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见表

2）。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n（%）] 

组别 堵管 感染 意外脱管 发生率 

参照组（n=40） 3（7.50%） 3（7.50%） 1（5.00%） 7（20.00%） 

实验组（n=40） 1（2.50%） 1（2.50%） 0（0.00%） 2（5.00%） 

χ2 2.471 2.471 5.217 2.179 

P 0.214 0.214 0.021 0.019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参照组 40 32（80.00%） 5（12.50%） 3（7.50%） 37（92.50%） 

实验组 40 36（90.00%） 4（10.00%） 0（0.00%） 40（100.00%） 

P -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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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比较两组生活质量（x±s） 

指标 
观察组（n=60） 对照组（n=60）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躯体功能 57.05±4.16 80.74±4.57 57.12±4.13 63.19±4.48 

情感职能 50.62±3.31 70.79±3.29 50.71±3.34 59.76±3.31 

总体健康 59.34±4.34 70.64±4.60 59.28±4.46 62.47±4.60 

社会功能 57.63±3.76 71.64±3.52 57.48±3.81 71.77±3.61 

精神健康 50.47±3.76 70.62±3.57 51.05±3.47 61.25±3.61 

生理功能 68.72±5.24 85.20±9.14 68.56±5.31 73.27±9.14 

活力 57.15±3.14 70.34±3.37 57.08±3.21 61.08±3.40 

生理职能 58.14±5.63 84.24±5.63 58.34±5.73 63.27±5.34 

 
3 讨论 
在普外科做好导管护理十分重要。护理人员作为

导管护理的直接执行者以及观察者，属于护理期间的

一线人员，对于患者数量多、导管复杂、导管种类多的

情况，做好细节护理，降低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机率十分

重要。细节护理在普外科属于特色的新型的护理模式，

做好患者的细节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具有细致且敏锐

的判断力，对患者的细微变化可以准确判断，明确病情，

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患者置管期间，妥善护理好患者

的导管，观察患者的皮肤状态，提高患者的舒适度[5]。

定期更换敷料，确保敷料处于干燥的状态，避免出现感

染。 
细节护理主要侧重于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并耐

心倾听患者心声，并尽可能的对其护理需求给予满足，

同时对其所遇问题或疑虑，能够给予专业解答。同时，

应强化患者、家属等关于深静脉置管健康知识宣教，有

利于提高其认知，从而增强其与医护人员相关工作的

配合度，促进护理服务能够顺利开展。此外，细节护理

的实施，能够有针对性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并给予个

性化健康指导，使其能够充分信任医护人员，建立良好

的护患关系，从而提高患者依从性，从而促进病情快速

康复。另外，对于出院患者给予出院指导并定期进行电

话随访。通过电话随访能够充分将细节护理干预给予

延续，充分了解院后患者病情恢复情况，并为其提供日

常生活相关护理服务，进而提升患者细节护理服务的

认可。 
本研究中将细节护理植入临床输液治疗中，通过

分析文中数据结果发现，两组在并发症发生几率、护理

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方面均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显著

优于对照组。可见，细节护理的应用不仅可有效降低并

发症事件，而且促进患者十分认可护理工作，并且患者

生活质量也明显提高，应用价值较高。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普外科深静脉置管的患者

提供细节护理，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降低患者置

管期间出现并发症的机率，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满

足患者的护理需求，保证了患者治疗效果，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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