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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静脉留置针在心内科的临床应用及护理

施云凤，王 静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合肥

【摘要】目的 探讨安全静脉留置针在心内科的临床应用及护理。方法 将我院 2021年 1月-2022年 12月 80
例心内科安全静脉留置针留置患者，抽签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全方位护理。比较两组护

理前后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满意度、留置针并发症率。结果 实验组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

低于对照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留置针并发症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心内科安全静脉留置针留置患者

实施全方位护理效果确切，可有效减轻患者不良情绪，减少并发症和提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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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Nursing of Saf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Yunfeng Shi , Jing Wang

Hefei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Hefei, Anhu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nursing of safe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
cardiology. Method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2, 80 patients with safe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s in the
cardi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rawing lot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care. Compare the SAS scores for anxiety and SDS scores
for depression, satisfaction,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ith indwelling cath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Result The anxiety SAS score and depression SDS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indwelling needl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safe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s in cardiology is effective, which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 reduce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satisfaction.

【 Key words 】 Safe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ternal Medicine-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nursing

在临床上，静脉穿刺是一种常见的治疗和护理方

法，通过这个途径给药通常起效很快[1]，心内科疾病患

者起病急、病情危重，在抢救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有

效的静脉通道显得尤为重要[2]。静脉留置针因其对血管

的保护、减少了病人的疼痛、给药迅速等特点，在临

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研究探析了安全静脉留置

针在心内科的临床应用及护理，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1年 1 月-2022 年 12月 80例心内科安

全静脉留置针留置患者，抽签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0。
其中实验组年龄 41-76岁，平均（59.21±2.57）岁，

男 29：女 11。对照组年龄 43-75岁，平均（59.78±2.45）
岁，男 27：女 13。两组一般资料统计 P＞0.05。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全方位护理。

第一，合理选择静脉。尽量不要选择离神经、韧带、

关节较近的静脉或硬化、受伤、感染的静脉，要注意

选择比较粗直、有弹性、血流丰富、无静脉瓣的静脉。

儿童（小于 3 岁）最好选择耳后静脉、颞浅静脉或额

角分枝，以及头部其他浅静脉。输注位置应以远心为

起点，自上而下，左、右交替。

第二，剂量和输注速率。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来说，如果是心力衰竭、心肌梗死、高血压的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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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注高浓度、大分子溶液的脂肪乳等液体的时候，需

要减慢输液的速度，并给予充分的稀释，通常情况下

需要与葡萄糖混合输注，或者使用三通管同时输注，

减少药物对血管的刺激，防止出现化学性静脉炎。对

于血管有强烈刺激作用的药品，应降低注射速率。

第三，健康教育。（1）留置针穿刺后，要告知患

者及其家属，要注意留置针关节的活动度，不能有过

大的动作，同时要穿上宽松的衣物，以免对局部部位

造成压力，影响周边组织的血液循环。（2）护士要不

定期的观察病人的穿刺点，看有没有红肿，有没有疼

痛感，有没有硬结，有没有渗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要立刻拔出穿刺针，换个地方再刺，将红肿和疼痛

感的地方，用 50%的硫酸镁湿敷，就能有效的减轻。

在输液的时候，如果发现药液外渗，要立即拔出留置

针，然后重新选择穿刺点，在外渗部位用生土豆切片

外敷。（3）老年病人，由于血管弹性下降，血管脆性

增大，血管壁变薄，皮肤松弛，导致辅料贴松动，以

及针孔周围渗出血迹，此时，应先用碘伏消毒，并及

时更换新的敷料。在洗手的时候，如果发现敷料贴的

封口有松动，要及时更换敷料贴，重新封口。（4）要

向病人说明留置针的具体位置，同时要做好保护措施，

千万不要自行拔出，不要让留置针接触到的地方受到

污染。同时让病人自己注意留置针的使用，一旦皮肤

有不适，要及时通知护士，以便及时治疗。

第四，心理护理：在穿刺前，病人可能会比较紧

张，有些病人可能会晕针，这会给护士带来很大的压

力。因此，在穿刺前，护士要对病人的情绪进行仔细

的观察和了解，以便根据病人的状况给予安慰，或者

通过分心的方式让病人放松，从而更好的配合穿刺，

减少病人对穿刺疼痛的敏感度。

第五，防止感染：在穿刺的过程中，护士要确保

穿刺的灭菌。首先用消毒剂在针眼附近的皮肤上擦拭

一遍，这一遍要消毒两遍，范围是针眼周围 10厘米。

如果有大量的消毒液，可以用无菌棉球稀释擦干，以

免因消毒液造成穿刺疼痛加重，对血管壁造成损伤，

留置针套管在穿刺完毕后，应告知患者和家属，注意

对穿刺部位的保护，防止被污染。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

分、满意度、留置针并发症率。

1.4统计学处理

SPSS23.0软件中，计数χ2统计，计量行 t检验，P
＜0.05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

护理前两组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比较，

P＞0.05，护理后两组均显著降低，而其中实验组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表 1 护理前后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比较（χ±s,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实验组 护理前 64.66±6.81 66.37±7.36

护理后 33.12±1.94 38.21±1.66

对照组 护理前 64.91±6.42 66.13±7.26

护理后 42.66±2.23 46.67±2.13

2.2满意度

实验组的满意度 39（97.50）比对照组 32（80.00）
高（P＜0.05）。

2.3留置针并发症率

实验组留置针并发症率低于对照组（P＜0.05）。
实验组留置针并发症有 1例，占 2.5%，而对照组留置

针并发症 8例，占 20.0%。

3 讨论

在临床中，静脉留置针的应用十分广泛，静脉穿

刺是一种较为常用的治疗方法，而且在给药方面也十

分迅速，在心内科进行治疗的患者，由于病情比较紧

急，通常是病情较为危急，因此，在抢救的过程中，

建立静脉通道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操作。静脉留置针对

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能够有效的避免反复穿刺，

减少患者的疼痛，给药速度快，效果显著，在整个临

床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

心脏内科大多是慢性疾病，病程较长，年龄较大

的病人较多，而危重病人的病情又是突然的、多变的，

所以经常需要不定时的用药，而且许多病人还需要长

期的泵注血管活性药物。在此基础上，运用静脉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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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不但可以有效地保护病人的血管，而且可以提高

工作效率，而且可以为病人的抢救赢得宝贵的时间。

静脉留置针在心内科的应用包括 （一）血液的静脉采

集：安全静脉留置针主要用于某些患者，比如急性心

肌梗塞，通常是每隔两个小时采一次血，同时还要观

察患者的心肌酶。通常是在手肘正中静脉穿刺，形成

留置针，在重复采血时，可以最小化对血管的伤害，

减轻患者的痛苦。在采血时，先将肝素帽消毒，然后

用注射器将封管液抽出来，并抽取 3 ml的静脉血丢掉，

再进行抽血，抽血后，用生理盐水正压封管，一定要

将留置针腔，充满封管液，防止血液回流，防止堵塞。

（二）特种药品输液。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中，常用

的几种药物主要有多巴胺、硝普钠等，通常都是采用

微量泵进行连续滴注，由于多巴胺类药物对血管有很

强的刺激性，极易引起静脉炎，所以在打静脉留置针

时，尽量选择手臂中段较粗的血管，并且要选择血管

弹性较强的部位进行穿刺。在连接输液前，先用注射

器进行抽取，看看有没有回血点，用生理盐水来冲管，

要注意滞留针是否在血管中，然后再进行连接，要密

切关注穿刺处有无红肿，输液时有无液体外渗，要及

时询问病人有无疼痛，每 24小时更换一次输液器，输

液完毕后用生理盐水冲管，可以有效地缓解病人每日

输液所造成的疼痛，降低病人静脉炎的发生[4]。

安全静脉留置针对整体护理技术属于一种新的操

作技术，它在使用的时候，不会轻易地从血管中脱离

出来，也不会对人体的活动造成影响，从而减少了护

理人员的工作量，能够快速地为病人进行输液，在病

人的抢救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它将会

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普及，而且很容易被病人和护士

所接受。静脉留置针是一种简便、安全、有效的方法，

不仅可以确保病人的持续治疗，为病人的抢救争取时

间，还可以减轻病人的疼痛，减轻病人对静脉的伤害，

降低导管内感染的几率。此外，留置针的使用对病人

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帮助，这样可以减少穿刺的次数，

从而减轻护士的工作量，从而大大的提高护士的工作

效率[5-6]。

为了使静脉留置针护理方案在心内科患者的临床

治疗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医护团队在做好充分的前期

准备工作的同时，也要遵循标准的流程步骤，此外，

医护人员要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工作，帮助患者减

轻心理压力，从而提高护理工作的整体水平，为患者

创造一个稳定的护理环境，提高静脉留置针的使用效

果[7-8]。

本研究显示，实验组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

分低于对照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留置针并发症率

低于对照组，P＜0.05。在留置期间，通过正确、合理、

科学、及时的护理，患者的留置针状况都很好，对留

置针的护理效果很满意。可见，在心内科使用静脉留

置针的过程中，通过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正确的使用和

细心的护理，降低了护理并发症的发生，降低了患者

的医疗费用及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对提高护理质量及

对危重患者的抢救有很大的帮助，值得在临床上进一

步推广。

综上，心内科安全静脉留置针留置患者实施全方

位护理效果确切，可有效减轻患者不良情绪，减少并

发症和提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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