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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干预在静脉输液中的应用效果及对安全性的影响 

刘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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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护理管理干预在静脉输液中的应用效果及对安全性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 2022 年内在

我院进行静脉输液治疗的 100 例患者，采用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采用基础

护理管理干预，实验组采用综合护理管理干预模式，对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工作能力、护理满意度。结

果 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对护士工作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两组各项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 对静脉输液治疗患者实施综合护理管理干预，可有效预防不

良反应的发生，提升护士的工作能力，继而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在静脉输液治疗中推广应用，可有效保证患者

的输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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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nursing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in intravenous infus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our hospital in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asic nursing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mprehensive nursing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mod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orking abili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d higher on nurses' working ability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adverse reactions, improve the working ability of 
nurses, and then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intravenous infusion treatment, 
and can effectively ensure the infusion safet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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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是临床治疗的主要方式，患者在进行静

脉输液治疗过程当中，强化护理管理工作，可以确保

输液能够顺利完成。但是此种方式是一种有创治疗，

会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感与疼痛感，还可能

会因为患者缺乏对穿刺的认知，出现不良情绪，影响

到输液的效果[1]。所以，还应该采取有效的护理管理模

式，规避不良风险因素，确保输液能够顺利完成随着

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静脉输液服务的质

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基础管理干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

患者的实际需求，所以，应该寻找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来提高整体护理质量[2-3]。本文中选用的是综合护理管

理干预模式，将其应用与静脉输液治疗患者当中，取

得了显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22 年内在我院进行静脉输液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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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平均

年龄（52.58±4.68）岁，实验组男性 29 例，女性 21
例，平均年龄（52.89±4.47）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干预模式，要求回事

全面掌握穿刺技术与护理技巧，为患者讲解输液治疗

相关知识，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执行“三查八对”制

度，保证输液可以顺利完按成，同时，在输液期间，

加强对患者的巡视。实验组：采用综合护理管理干预

模式： 
（1）应该明确护理管理的目的，静脉输液治疗患

者存在很大的感染风险，通过科学的干预方式可以有

效预防多种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要求护理人员应

熟练掌握输液知识以及风险预防知识，加强对患者的

监测，以免发生不良反应，确保输液治疗的安全性。 
（2）加强基本护理管理，在对患者进行静脉输液

之前，应该向患者讲解静脉输液治疗的意义以及操作

要点，得到患者的配合；全面评估患者的血管情况，

并选择合适的血管进行穿刺，进而提高穿刺成功率。

同时，还应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做好患者的

心理疏导工作，促使患者能够主动配合静脉穿刺。 
（3）加强护理人员的手部卫生管理工作，在静脉

穿刺时。应该严格执行“七步洗手法”来清洁手部，

以免出现交叉感染。 
（4）在静脉治疗时期间，患者可能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疼痛，因此，护理人员应该尽量做到一次性穿刺

成功，来缓解患者的疼痛程度，同时，在穿刺期间还

可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分散患者的注意力，缓解紧

张情绪，也能减轻患者的疼痛感，在输液完成之后，

应及时拔出穿刺针，并按压穿刺部位，以免穿刺部位

发生出血。 
（5）制定完善的查对制度，应该贯彻落实相关查

对制度，保证输液治疗患者的安全，在静脉输液之前，

护理人员应该仔细核对患者的信息，以免输入错误液

体，同时，应该加强对患者的巡查力度，要求护理人

员定时巡查患者的情况，观察有无渗液、输液管弯折

等情况的发生。 
（6）增加不良反应的预防工作，患者在静脉输液

治疗过程中，如护理不当，极易出现多种不良反应的

发生。针对出现静脉炎的患者，应进行局部热敷，来

缓解机械性静脉炎的症状，还能有效扩张血管，降低

对血管的不良刺激，如患者临床症状不能缓解，可考

虑应用外用药来改善症状。当患者出现液体渗出时，

症状轻的会出现局部肿胀、疼痛，严重有可能会出现

组织坏死，当患者出现上述症状之后，护理人员应该

考虑是否出现了液体外渗情况，应在局部应用硫酸镁

进行湿敷。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不良反应发生率。（2）对比护士工作

能力，由患者对护士的工作能力进行评分，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护士工作能力越强。（3）对比护理满

意度。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纳入数据信息，t 值检验行（x

±s）表示；χ2 值检验通过率（%）表示，判定统计学

差异的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不良反应发生率 
实验组患者发生静脉炎的有 0 例，占比 0.00%

（0/50），液体渗出的有 1 例，占比 2.00%（1/50），

发生感染的有 0 例，占比 0.00%（0/50），总发生率为

2.00%（1/50）。对照组患者发生静脉炎的有 2 例，占

比4.00%（2/50），液体渗出的有4例，占比8.00%（4/50），
发生感染的有 2 例，占比 4.00%（4/50），总发生率为

16.00%（8/50）。 
统计结果发现，χ2=5.9829，P=0.0144，实验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2.2 对比护士工作能力 
实验组对话交谈能力（23.19±1.48）分，应急处

理能力（23.25±1.53）分，输液技术能力（23.27±1.64）
分，安全防护能力（23.28±1.52）分；对照组对话交

谈能力（20.98±2.35）分，应急处理能力（20.97±2.36）
分，输液技术能力（20.98±2.92）分，安全防护能力

（20.93±2.35）分。 
统计结果发现，对话交谈能力（T=5.6269，

P=0.0000），应急处理能力（T=5.7322，P=0.0000），

输液技术能力（T=4.8351，P=0.0000），安全防护能力

（T=5.9373，P=0.0000），实验组护士工作能力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P＜0.05。 
2.3 对比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3 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也越来越高，自身理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日常生

活当中，对自身出现的疾病更加重视尽早治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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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早期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疾病的进一步发展，

保证身体健康[4]。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静脉输液治疗

是主要方式，通过及时输注不同的液体与药物，可以

充分发挥疗效，促使疾病的康复[5]。 
表 1 对比护理满意度（n/%；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50 20（40.00） 17（34.00） 11（0.00） 2（4.00） 48（96.00） 

对照组 50 15（30.00） 20（20.00） 6（4.00） 9（18.00） 41（82.00） 

χ2 - - - - - 5.0051 

P - - - - - 0.0252 

 
但是，患者在静脉输液治疗过程当中，受到患者

心理因素、血管因素、护理操作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经常会影响到输液质量，静脉输液不当会给患者

带来不适感，因此，会导致护患纠纷等不良事件的发

生，对护理质量的提高有着不利的影响[6]。随着护理管

理模式的逐渐发展，近些年很多医院提出综合护理管

理干预，此种护理管理模式的应用重点是以患者为中

心，取得了显著的效果[7]。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对护士工作

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综合护理管理干预在实施过程中，要求

护理人员先明确静脉输液治疗的目的，评估患者的血

管情况，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工作，取得患者的配合，

并在护理工作中强化基本护理管理工作，实施科学的

护理操作；同时，对静脉输液治疗患者进行全面干预，

积极预防多种不良反应的发生，保障患者输液治疗的

安全性，继而提高药效[8-14]。 
综上所述，对静脉输液治疗患者实施综合护理管

理干预，可有效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提升护士的工

作能力，继而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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