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华润#女#大专#主管护师#研究方向为急症护理*

!论
!

著!

系统化护理干预对急诊静脉输液不良反应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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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系统化护理干预措施对急诊静脉输液不良反应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

选择该院急

诊科收治的
-1@

例急诊静脉输液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A;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

察组患者给予系统化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护理的满意度&结果
!

两组患者经不同的护理

方式干预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

BZ/;.Y-/-.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A@/?1Y./;Z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0/0?

%$观察组的静脉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Â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对急诊静脉输液患者实施系统化护理干预!可明显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值得

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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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静脉输液是医院门急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迅

速-高效的治疗方式+

-

,

*但静脉输液属于一种侵入性操作#且

门急诊患者就诊时间集中-年龄跨度大-病情复杂-药物种类繁

多#因此#急诊静脉输液时往往会有不良反应的发生+

.

,

*随着

近年来护理专业内容的深化#输液护理对护理工作人员的专业

化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

;

,

*良好的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静脉

输液不良反应的发生-减少医患纠纷并提高患者满意度*为研

究系统化护理干预措施对急诊静脉输液不良反应及护理满意

度的影响#本文以本院急诊科
.0-;

年
;

月至
.0-1

年
?

月收治

的
-1@

例急诊静脉输液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实施系统化护

理干预和常规护理干预*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0-;

年
;

月至
.0-1

年
?

月本院急诊科

收治的
-1@

例急诊静脉输液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排除标准!恶

性肿瘤患者-精神障碍或有精神病史者-手术患者-活动性肝炎

患者-有心脑血管疾病且病情较严重者等*将所有患者按照随

机数字表#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A;

例*其中观察组患

者男
10

例#女
;;

例%年龄
?

"

A?

岁#平均$

1A/-AY?/.1

&岁%疾

病类型包括!上呼吸道感染
;.

例#肺炎
-A

例#支气管炎
--

例#

肠炎
Z

例#其他疾病
?

例*对照组中男
;Z

例#女
;?

例%年龄

1

"

A.

岁#平均$

1?/BAYA/;B

&岁%疾病类型包括!上呼吸道感

染
;-

例#肺炎
-B

例#支气管炎患者
-.

例#肠炎
A

例#其他疾病

1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患病类型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0/0?

&#具有可比性*

$//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措施*观察组

给予系统化护理干预措施#具体方法为!$

-

&健康教育*患者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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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后根据其文化知识水平和对自身疾病的认知水平等#分别采

用不同的方式向其讲解所患疾病的相关知识#如目前临床该病

基本状况-病因-预防措施-治疗方法及预后情况等*同时#在

医院的输液室或者走廊上设立专门的宣传橱窗#介绍一些常见

疾病的预防-诊疗-护理等方面的知识#帮助患者更深入地认识

疾病#并能科学-有效地配合治疗#战胜疾病*$

.

&心理干预*

急诊静脉输液的患者#往往处于一种恐惧不安的心理状态*入

院后#护理人员应加强与患者的交流#注意倾听患者的感受#以

和蔼的口气-诚恳的态度向患者传递正面信息*消除患者内心

的紧张焦虑情绪和沉重的心理负担#增强其治疗的依从性*

$

;

&输液护理*在输液前要先向患者或其家属征求意见#选择

相对可靠-安全的输液穿刺部位*在穿刺时要注意保持与患者

的语言交流#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同时还要观察并询问患者的

反应*穿刺时要一次性快速-准确-成功*此外#还要嘱咐患者

在输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或人为造成的其他情况的

简单应对措施#告知患者输液治疗的速度-总输液量-所用药物

和其他输液时要注意的问题等*$

1

&护理巡视*护理人员要做

好分工#并要定时对输液患者进行巡视*及时解决输液时出现

的不适-时刻注意注射部位皮肤变化-输液管内液体流动速度-

输液瓶液体剩余量-针头部位有无移位-脱落等情况*$

?

&起针

护理*在输液完成后#要将输液的针头拔出*拔除针头时要做

到迅速拔出并同时以无菌棉签压住穿刺点#减少出血并降低疼

痛感*嘱咐患者在起针后要继续按压穿刺口部位
?L:9

左右*

起针后#要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并取合适的体位*鼓励患

者多做运动#加强锻炼#提高机体免疫力#并养成良好的饮食-

生活习惯*

$/'

!

观察指标
!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静脉输液时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不良反应包括!穿刺失败-发热-液体外渗-疼痛加重-回

血严重-针头脱落或阻塞等*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调

查问卷#以评价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问卷满分为
-00

分*满

意度评价内容主要包括!护理人员的护理操作技术-工作态度-

输液治疗环境-病房管理等方面*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XX-B/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H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

进行不同的护理干预

措施后#对照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Ẑ

%观察组为

-@/@Â

%两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0?

&*见表
-

*

///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
!

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干

预措施护理后#观察组对护理人员的护理操作技术-工作态度-

输液治疗环境-病房管理等方面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0/0?

&%在总护理满意度评分方面#观察组评分为$

BZ/;.Y

-/-.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A@/?1Y./;Z

&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0/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

%

^

')

组别
,

穿刺失败 发热 液体外渗 疼痛 回血严重 针头脱落 针头阻塞

观察组
A; .

$

./A1

&

"

;

$

1/--

&

"

.

$

./A1

&

"

-

$

-/;A

&

"

.

$

./A1

&

"

-

$

-/;A

&

"

-

$

-/;A

&

"

对照组
A; ?

$

@/Z?

&

A

$

B/?B

&

?

$

@/Z?

&

?

$

@/Z?

&

@

$

Z/..

&

;

$

1/--

&

;

$

1/--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0/0?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情况比较%

HY!

&分'

组别
,

护理人员操作技术 工作态度 输液治疗环境 病房管理 总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A; B;/11Y./0;

"

B?/?-Y./-B

"

B./AAY-/Z;

"

B1/1@Y./;;

"

BZ/;.Y-/-.

"

对照组
A; Z-/-AY;/-1 AB/@.Y./A1 AB/Z1Y;/@A AA/B.Y;/A? A@/?1Y./;Z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0/0?

*

'

!

讨
!!

论

门急诊患者大多发病急-病情危重#如不及时治疗#往往有

生命危险+

1

,

*静脉输液具有给药快-疗效迅速且刺激性小等优

势#因此成为急诊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治疗手段+

?

,

*特别是近年

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静脉输液也更广泛地在临床中

应用+

@

,

*由于静脉输液属于一种侵入性治疗方式#因医护人员

操作不当或患者不够配合等原因#导致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也

时有发生#关于静脉输液的医患纠纷事件的报道也屡见不

鲜+

A

,

*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加强自身专业水平的学习#尽快掌

握科学-有效的护理方式*此外#随着近几年医疗卫生水平的

进一步发展#护理专业的内容也得到深化#对护理人员特别是

输液护理人员的要求也更趋于专业化*

系统化护理干预#是一种系统-科学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

它要求护理工作者给予患者治疗前-治疗时和治疗后全方位的

科学护理+

Z

,

*其中治疗前的护理干预主要是心理干预和健康

教育*由于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有限#当患上某种疾病时#

其内心往往处于一种焦虑-忐忑不安的负面情绪中*心理干预

的作用就是通过护理工作者与患者展开深入交流#了解患者内

心状态#并努力开导#列举成功治愈案例#增强患者战胜疾病信

心#放下内心不安情绪#从而达到积极配合治疗的目的#提高治

疗依从性*而健康教育则是将疾病的相关知识告诉患者#让患

者从专业角度认识疾病#做好防止疾病复发-加重的科学预防

措施#最终达到对疾病的初步控制的目的+

B

,

*治疗时的干预措

施#主要是要求护理人员加强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尽量

减轻患者治疗时的痛苦#防止不良反应的发生*治疗后的护理

干预主要是护理巡视#指导用药等内容*患者接受完治疗后#

会因环境或患者自身等原因#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并发症-不良

反应*此时#护理巡视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护理$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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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明显疗效*

在中医学上#甲状腺结节属于0瘿病1的范畴*古书记载#

本病与饮食水土失宜-情志内伤有关#气滞-痰阻-血瘀是本病

的基本病机+

@

,

*在临床治法上#拟理气疏肝-化痰破瘀-软坚散

结化瘤为基本治法#采取内服化瘤汤及局部外敷化瘤膏的治疗

方法*化瘤汤中浙贝母-海藻-山慈姑有利水消肿-化痰散结软

坚之功%青皮有疏肝破气#消积化滞之效%三棱-莪术能够破血

祛瘀-消积散结%煅牡蛎可软坚散结%白花蛇舌草可消风散气-

退肿止痛*局部再以化瘤膏外敷以软坚消瘤#能经皮透入而直

达病灶*内外合治#共奏理气疏肝-化痰破瘀-软坚散结之效*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海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甲状腺激素

水平#改善由丙硫氧嘧啶所致甲状腺肿大的大鼠症状+

A

,

*浙贝

母对甲状腺功能亢进模型鼠具有保护作用#能够明显降低其甲

状腺素-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及环磷酸腺苷作用#提高小鼠耐缺

氧能力+

Z

,

*白花蛇舌草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抑制肿瘤细胞的

生长#对肝癌-肺癌-鼻咽癌-甲状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有抑制

作用+

B7-0

,

*

本研究显示#化瘤汤加化瘤膏能够有效治疗甲状腺良性结

节#其总有效率为
B./?̂

#明显高于经左甲状腺素治疗的对照

组#且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经

多普勒超声检查发现两组结节横截面最大直径-甲状腺体积较

治疗前明显减小#

T,C

扫描则显示观察组
.-

例患者结节消

失#对照组有
-0

例患者结节消失*对患者治疗前后的生化指

标进行检查发现#两种治疗方法能够有效抑制人体垂体前叶合

成及分泌
CX)

#两组
CX)

水平较治疗前有明显降低$

"

%

0/0?

&#从而降低了
CX)

促甲状腺增殖效应*经左甲状腺素治

疗后部分患者出现震颤-心悸-失眠-胸闷等不良反应#观察组

其不良反应发生少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化瘤汤内服加化瘤膏局部外敷治疗甲状腺良性

结节临床疗效明显#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复发率较低#具

有临床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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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者的描述指导患者合理服用相应药物#遇到发生不良反

应或并发症的情况还可及时采取措施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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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系统化

护理干预措施能科学-系统地对患者治疗前-中-后期进行全方

位的护理干预#是急诊静脉输液患者较适合的护理干预措施*

本研究通过对
-1@

例急诊静脉输液患者#分别实施常规护

理干预和系统化护理干预实施护理#结果发现#观察组不仅在

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0?

&%且在护理满意度评分方面#观察组也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说明采用系统化护理干

预措施对急诊静脉输液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可明显降低不良反

应发生率#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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