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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安全管理方法和干预措施在经静脉泵入血管活性药物中 

的临床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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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经静脉泵入血管活性药物中应用护理安全管理方法和干预措施的影响。方法 确定研究

时间，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时段，入我院接受经静脉泵入血管活性药物患者中抽取 60 例，以上的患者接

受双盲法均分，各 30 例。对比组（常规护理），分析组（护理安全管理方法和干预措施），对比两组患者相关

指标、不良事件、护理满意度进行分析。结果 分析组相关指标、不良事件、护理满意度都优于对比组（p＜0.05）。

结论 目前在经静脉泵入血管活性药物临床治疗中，护理措施十分必要，其中护理安全管理方法和干预措施从长

期看效果更好，具有其独特优势，能够帮助患者改善身体状态，应在该领域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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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the 
treatment of vasoactive drugs by intravenous pump. Methods the study period was 2021 from October to October 2022. 
Sixty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mparison Group (routine nursing) , Analysis 
Group -LRB-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methods and interventions) ,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related 
indicators, adverse ev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elated indexes, adverse event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analysis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Conclusion At present, nursing 
measures are very necessary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vasoactive drugs pumped through vein, among which the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method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are more effective in the long term and have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can help patients improve their physical state, should be widely used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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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对于休克等患者，进行血管收缩状态调

节的药物，以达到血管功能的改善，并且对于微循环

血流灌注起到良好作用的，这属于血管活性药物，能

够做到血管收缩、扩张[1]。对于患者应用此类药物后，

能够将其血压、心率进行稳定，并且该类药物存在明

显特点，渗透性高，药物浓度大，应用后对于血管造

成明显刺激，进而引发静脉炎等一系列问题[2]。出现该

类严重问题后，不仅对造成患者的身体健康问题，还

会导致组织坏死等情况。在相关研究中，对于该类药

物需要严格控制剂量，即使剂量较小，对于患者也会

有明显的血压、心率改变，如果剂量增加对于其安全

问题则会更加明显，相关风险因素增加[3]。为了最大程

度规避此类情况，需要进行相关的管理和护理措施，

其中，安全管理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此类风险

因素[4]。因此，本文旨在探索，对于接受经静脉泵入血

管活性药物治疗患者，对其采取护理安全管理方法和

干预措施的具体效用，安全性高，提升预后，详细内

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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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我院自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时段接

受经静脉泵入血管活性药物患者 60 例，借助双盲法均

分，30/例。对比组：女性 18 例，男性 12 例，实际年

龄区间在 20 到 60 岁之间，均值为（40.51±2.43）岁；

分析组：女性 20 例，男性 10 例，实际年龄区间在 22
到 60 岁之间，均值为（41.02±2.08）岁，对一般资料

进行整体分析比对，统计学比对结果无差异（p＞0.05）。 
纳入标准：①患者对该护理内容了解，并接受临

床相关检查。②患者通过影像确诊，症状符合，且首

次接受该护理方法。③两组患者护理均由本院同一组

的医护小组实施完成。④患者≥14 岁。 
排除标准：①经诊断后可知，患者有免疫缺陷，

精神系统等严重疾病。②患者对研究依从性低，研究

中途退出，配合度低，且后续不能及时随访和复诊。

③患者就诊、诊断与临床治疗资料部分或全部丢失。 
1.2 方法 
对比组，接受常规护理，对于患者各项情况监测，

出现不良反应及时进行干预反馈，帮助患者进行调整，

并且进行相关健康宣教。 
分析组，在此基础上，介入护理安全管理方法和

干预措施，操作如下： 
①建立安全管理小组：将医院的相关医生、护士

进行分配，成立安全管理小组，保证每组人员分配均

匀，在护士长的带领下进行统一的学习培训，通过考

核后可以进行护理工作。小组展开讨论，对于患者的

静脉血管活性药物进行针对性分析，提出安全管理方

案，并且制作成相关规定手册，便于护理小组进行查

询，依据此展开工作。每天定时对与患者进行血压、

心率等指标的确定，并且提出相关危险因素，进而确

定当天工作内容。同时每周定时学习对于患者出现不

良事件后的应急方式，对于各类预案、法规进行掌握。 
②实施安全管理措施：由于血管活性药物需要从

深静脉泵入，因此需要进行深静脉通道建立，如果患

者有特殊情况不能实施，则需要进行外周静脉。护士

在操作时，要留置外周静脉针，对于患者的静脉选择

粗直、血流量大的位置，利于药物快速稀释，降低对

于血管的刺激，注意留置时间要在 72 小时以内，用透

明敷贴进行固定。对于药物应用，要更换患者静脉通

路，做到交替应用，每 12 小时更换一次。如果患者出

现了静脉炎等情况，护理人员要及时将留置针拔除，

并对其采取药物干预，可以采取浓度 50%的硫酸镁湿

敷，并且为应用喜辽妥药物。由于微量泵注射过程中，

其本身容易受到环境、操作、材料等干扰，导致效果

有所变化。因此，在对于该方面也要做到安全管理，

对于其注射中的速度要进行控制，这需要对于其中规

格较大的容器，进行检查，对于超过 50 毫升的注射器，

为避免其出现安装不紧密等情况，可以对其配泵。对

于相关微量注射泵管理中，要对于注射泵的压力进行

设置，使其有报警值。对其进行同一固定，并且对于

高度进行设置，使其和床面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以

免发生垂直以为等情况，不利于患者治疗，距离为 20
厘米，保证其血压、心率的稳定性。对于血管活性药

物，护理人员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其进行核对，

提前和患者进行相关注意事项阐明，并且将不同级别

的药物进行标记，便于护理中工作人员明确患者的用

药，提升管理中的安全性。在日常管理中，护理人员

要进行形式巡查，每隔一小时观察患者的皮肤穿刺情

况，对于患者留置针位置等问题进行仔细检查，询问

患者是否存在不适，便于发现患者问题并及时解决。

同时对于仪器、剩余的药液等进行检查，避免仪器出

现问题，为患者带来不良反应的风险。 
1.3 判定指标 
分析比对两组患者相关指标、不良事件、护理满

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借助统计学软件 SPSS25.0 对 2 组患者的相关研究

指标进行有效检验，[n（%）]与（ x ±s）分别代表比

对计量与计数资料；组间差异较为明显（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相关指标 
分析组指标更优，结果差异明显（p＜0.05），见

对照组表 1。 
2.2 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 
相比于对比组，分析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组

间数据有意义（p＜0.05），见表 2。 
2.3 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分析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高于对比组，结果差异

明显（p＜0.05），见表 3。 
3 讨论 
当前，由于各类生理、社会因素的影响，心脏相

关疾病患者人数不断增加，心脏外科对此类患者展开

积极干预[5]。随着心脏外科的相关医疗水平以及技术持

续进展，对此类患者的药物也逐渐多样化，血管活性

药物的应用较为普遍，对于各类危重症患者能够起到

良好的治疗作用[6]。但是，该药物本身刺激性强，并且

当前在应用中，存在没有明确规定制度、护理人员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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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心不足以及操作不标准等诸多问题，导致出现风险 因素较多，这对于患者的健康安全问题不利[7,8]。 

表 1  比对两组患者相关指标（ x ±s，min） 

组别 目标血压达标时间 目标心率达标时间 

分析组（n=30） 39.67±20.97 30.24±13.27 

对比组（n=30） 53.26±28.41 39.69±17.31 

t 值 2.107 2.373 

p 值 0.039 0.021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n（％）] 

组别 静脉炎 液体外渗 堵塞 导管脱落 总发生率 

分析组（n=3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比组（n=30） 1（3.33） 2（6.67） 1（3.33） 2（6.67） 6（20.00） 

χ2 值     40.00 

p 值     ＜0.001 

表 3  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部分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分析组（n=30） 28（93.33） 2（6.66） 0（0.00） 30（100.00） 

对比组（n=30） 11（36.67） 7（23.33） 12（40.00） 18（60.00） 

χ2 值    15.000 

p 值    ＜0.001 

 
常规的护理模式，不能够对患者进行严格看护，

对其进行重复工作，没有针对性。护理安全管理方法

的应用，通过培训提高护理人员对于该类风险事件的

重视以及警惕意识，并且通过小组计划，对于静脉留

置针进行护理措施，这能够减少患者静脉穿刺中出现

血管损伤的风险[9]。护理人员在护理、巡视等期间，不

仅能够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并且提高了责任心和耐心，

帮助患者进行干预措施，这对于患者的心率、血压调

整有所帮助，使其不良事件的发生也大幅度降低，患

者体验感更好[10]。在本次研究中，相比对比组，分析

组患者相关指标更好，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患者满

意度明显上升。 
综上所述，在对于此类血管性疾病用药中，对其

护理中应用安全管理，对于维系患者指标，以及规避

风险具有积极意义，临床上可以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展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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