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升高$

B

$

%.%-

%#查阅患儿病历资料发现#该组发生
+6P

的

患儿中两例合并有较严重的疾病#可能是导致本组发生率增加

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采用的医院感染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做好机械通气

患儿的相关护理#做好插管前的准备工作#配合医生及时插管#

在机械通气过程中认真观察病情#做好呼吸机管道的护理及新

生儿室的消毒管理)这些措施并无场地*设施等方面的特殊要

求#可以适用于在不同医疗环境#有一定的推广价值)总之#实

施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减少了
+6P

的发

生#减轻患儿家属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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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输液滴速换算表在输液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王坤素!官
!

莉#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自制的输液滴速换算表应用于静脉输液安全管理的效果$方法
!

选择于
3%-$

年
&

!

B

月

住院的静脉输液患者
-%%%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静脉输液!试

验组应用自制的静脉输液换算表进行输液速度调节!观察比较两组患者静脉输液滴速遵医依从性'健康宣教效果!

同时对两组护士调节输液速度需要时间进行比较$结果
!

试验组静脉输液滴速遵医依从性和健康宣教效果明显好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在护士调节输液滴速需要时间比较!试验组也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

#$结论
!

应用静脉输液滴速换算表实施静脉输液患者!患者输液速度遵医依从性提高!节省护士操

作时间!静脉输液的安全性和护理工作效率提高$

"关键词#

!

输液安全%

!

输液滴速换算表%

!

依从性%

!

操作时间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A3!B$##

"

3%-&

#

%3!%3$X!%"

!!

输液是临床护理常用的操作技术和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

也是临床用药的重要途径#要求准确*安全*迅速+

-

,

)在输液过

程中#其速度需根据患者年龄*病情*输液总量*药物性质等多

方面确定)有报道显示输液速度过快除了可引起心*肾衰竭及

肺水肿外#还可导致药物的血药浓度升高过快#超出安全范围

而产生毒性作用#再加上多种药物所含内毒素的量叠加#有可

能引起输液反应+

3

,

)在临床上#使用普通输液器输液的患者

中#输液速度未遵医嘱的情况发生频繁#且在患者输液过快的

原因中有
"X.XXT

是由于患者自行调节输液速度所致+

"

,

)为

提高输液安全#控制好输液速度#本院采用自制的输液滴速换

算表应用于静脉输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3%-$

年
&

!

B

月于本院住院治疗的输液

患者
-%%%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

例#均为神志清楚#语言交流无障碍患者#分布在眼科*耳

鼻咽喉科*普外科)对照组中男
"%"

例#女
-BA

例#平均

$

#&."YA.-

%岁(试验组中#男
3BA

例#女
3%"

例#平均$

#A.-Y

&.#

%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科室分布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具有可比性)同时分别选择对两

组研究对象进行静脉输液的护士各
3#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照

组护士平均$

"3.#Y&.3

%岁#工龄$

-X.%Y#.#

%年(试验组平均

$

"-.#Y&.A

%岁#工龄$

-X."Y$.X

%年)两组护士在年龄和工龄

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采用临床标准流程实施静脉输液和健康宣

教)试验组先集中培训患者健康教育知识#培训内容包含!静

脉输液滴速换算表工具的应用*输液安全相关知识)集中培训

后#护士应用输液滴速换算表实施静脉输液)针对患者的问卷

调查包括!.正在输注药物的滴速要求/*.是否自行调节输液滴

速/

3

个问题#另将患者自行调节输液滴速的原因设为开放性

问题#问卷调查共发放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

回收率为
-%%T

)在发放问卷调查同时#现场调查两组护士输

液滴速操作时间)输液滴速换算表设计与使用方法如下)

$./.$

!

输液滴速换算表的设计
!

医院护理部根据目前临床常

用的输液器点滴系数为
3%

+

$

,

#即
-;(g3%

滴#成人输液滴速

为
##

!

X%

滴"分#老年人和儿童
"%

!

##

滴"分#换算出不同的

输液滴速对照不同规格容量的溶液#所需要的输液时间#即输

液滴速换算表)输液卡正面仍然张贴输液观察记录单#输液卡

背面则印制输液滴速换算表#形成
-

份统一规格的输液卡)

-

X$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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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的使用
!

护士在静脉输液操作后#结合患者病情*

年龄*药物性质和输注液体总量#根据两个已知量查阅任
-

个

未知量(另一方面#为患者静脉输液时#应用静脉输液滴速表为

患者实施健康宣教#使患者掌握药物名称*药物总量*滴速*输

液时间#改变患者自行调节输液滴速习惯)

$.'

!

遵医依从性的评定
!

住院患者静脉输液速度的遵医依从

性分为好和差两级+

#

,

)患者静脉输液速度遵医依从性好指患

者在输液过程中#能遵守医嘱的输液速度#不自行改变)患者

静脉输液速度的遵医依从性差是指患者在输液过程中#不遵守

医嘱的输液速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P55-B.%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

分析#计量资料以
A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5

检验#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3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健康宣教效果及静脉输液速度遵医依从性比

较
!

试验组患者对药物滴速要求知晓率为
BA.%$T

#高于对照

组的
&A.B"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试验组患者未自

行调节输液滴速者占
B%.&-T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A.B"T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说明输液滴速换算表对改变患者

的静脉输液遵医依从性有明显效果)见表
-

)

表
-

!

两组健康宣教效果及静脉输液速度

!!!

遵医依从性比较)

'

%

T

(*

组别
'

药物滴速要求知晓率 未自行调节输液滴速患者

试验组
#%% $X#

$

BA.%$

%

"$%

$

B%.&-

%

对照组
#%% $%%

$

&A.B"

%

$%%

$

&A.B"

%

)

3

B.AA3 &.BB%

B %.%%X %.%%"

/./

!

两组护士调节输液滴速时间比较
!

对照组护士按照常规

方法调节静脉输液滴速#用时$

3#.#BY3.&3

%

7

#而试验组应用

输液滴速换算表调节输液滴速#时间大为缩短#为$

3.BXY

3."%

%

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

!

静脉输液滴速遵医依从性差的构成原因分析
!

对参与此

次调查的
-%%%

例住院患者静脉输液进行统计#滴速遵医依从

性差者
3&%

例#占
3&.%T

)具体原因#见表
3

)

表
3

!

患者静脉输液滴速遵医依从性差的原因构成

患者调节输液滴速的原因
'

构成比$

T

%

不知晓滴速要求
-"- #%.$

药物引起肢体不适
&- 3".#

操作简单#无技术性
"& -".X

认为可自行调节及其他因素
"3 -3."

'

!

讨
!!

论

'.$

!

静脉输液滴速换算表对患者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

静脉输

液滴速换算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影响患者认知和行为)首先#

护士进行输液安全健康宣教时出示输液滴速换算表#输液滴速

换算表即被视为一种简易的临床教具#辅助患者掌握准确的输

液速度(其次#输液滴速换算表记录的输液总量*滴数和所需时

间一一对应#可以避免因患者的认知水平不足造成的对健康宣

教效果的影响(另外#静脉输液观察记录表记录的输液滴速与

静脉输液滴速换算表的滴速和输液总量相对应#即刻就能知晓

输液需要时间#为患者建立预期目标#可以促使患者遵守计划#

减少患者自行调节输液滴速的行为发生+

&

,

)输液滴速换算表

通过以上作用影响患者认知#减少患者自行调节输液滴速的行

为发生#提高患者输液滴速遵医依从性#提高健康宣教效果#保

证输液安全)

'./

!

患者对静脉输液滴速遵医依从性差的原因
!

调查显示#

-%%%

例住院患者静脉输液速度遵医依从性差者为
3&%

例#占

总调查人数的
3&.%T

)患者自行改变输液滴速#不仅可能造

成药物疗效降低或无效#还可能造成肺水肿或心力衰竭等直接

后果#甚至危及患者生命#从而引发医疗纠纷)根据本次调查

结果#分析患者静脉输液滴速遵医依从性差的原因构成!患者

不知晓药物要求滴速#无风险意识者
-"-

例#占
#%."T

#比例

最高)此类患者在主观上主要认为输液速度快慢自己可以掌

握#不会产生不良后果(另外因为输液造成肢体上的不适#想尽

快结束输液#或因药物对肢体的刺激和疼痛#从而自行调慢输

液速度的患者
&-

例#占
3".#T

(认为输液滴速无人管理*可以

自行调控滴速的患者
"&

例#占
-".XT

(认为可以自行操作及

其他因素
"3

例#占
--.3T

)因此#除了需要强化患者健康宣

教#还应加强护士巡视频次#及时阻止患者的不良行为#纠正不

符合医嘱的输液速度)

'.'

!

患者静脉输液滴速遵医依从性差的强制性对策
!

汪晖

等+

A

,研究发现#患者最关注的输液安全问题是输液的准确性#

因此#护理人员在执行静脉输液时#对于需要严格控制速度的

药物#如甘露醇注射液*硝酸甘油注射液*多巴胺注射液等药

物#最好选择静脉输液泵等输液恒速装置进行+

X

,

#增加患者自

行调节的难度#减少自行调节行为的发生)对依从性极差的患

者#必要时可实行书面静脉输液风险告知书#以留取证据#从而

加强对医疗机构和护理人员的自我保护)

'.1

!

输液滴速换算表的优势
!

输液滴速是整个输液过程的重

要部分#采取有效的静脉输液管理#不仅直接关系到治疗护理

效果及药物不良反应的预防#而且可以有效避免医疗护理纠纷

的发生+

B!--

,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静脉输液滴速遵医

依从性和健康宣教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

%#在护士调节输液滴速需要时间比较#试验组也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应用输液滴速换算

表既可以提高患者静脉输液速度的遵医依从性#降低患者自行

调节输液滴速的发生率#增加输液安全#又可以节约护士操作

时间#提高了患者和护士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通过输液滴速换算表的使用#提高了输液滴速

的准确度#减少了因输液滴速原因引起的输液不良反应和护理

投诉#且护士运用输液滴速换算表节省了操作时间)输液滴速

换算表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简单*成本低廉等优点#具有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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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静脉输液速度遵医依从性的调查与分析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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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杂志#

3%%X

#

3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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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黄姜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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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过程中的护理缺陷分析及对策+

Z

,

.

护

理管理杂志#

3%%#

#

#

$

#

%!

$B!#-.

+

A

, 汪晖#徐蓉
.

住院病人静脉输液安全需求调查研究+

Z

,

.

护

士进修杂志#

3%%A

#

33

$

3$

%!

33""!33"#.

+

X

, 何小兰#康尚英
.

影响静脉输液速度的原因及措施+

Z

,

.

中

国当代医生#

3%%B

#

$A

$

-X

%!

-$X!-$B.

+

B

, 王月娟#丁春芬#潘玲
.P9Q6

循环理论在静脉输液管理

中的应用+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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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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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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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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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蓉#杨林#陈霞#等
.P9Q6

循环在静脉输液病人管理

中的应用+

Z

,

.

护理管理杂志#

3%%A

#

A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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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红
.

住院患者静脉输液滴注药物速度的遵医行为调

查+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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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护士#

3%-#

#

-&

$

$

%!

3X!3B.

$收稿日期!

3%-#!%$!3%

!!

修回日期!

3%-#!%A!-#

%

!临床探讨!

广州婴幼儿
CVRQ)

检测结果及感染病例分析

吴春燕!李泽泳"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广州
!

#-%"-A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回顾性分析该院患儿
CVRQ)

感染情况和疾病分布!了解该地区婴幼儿早期感染

CVRQ)

情况!为临床优生优育提供参考$方法
!

选取该院
3%%B

年
-

月至
3%-#

年
&

月可疑感染的患儿
3""3

例!

分离其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
CVRQ)$

项病原体的抗体
'

8

U

!收集抗体
-

项或以上阳性患儿的临

床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共检出
CVRQ)

阳性标本
X3

例!其中弓形虫"

CV̀

#抗体阳性
-

例"

-.33T

#!风疹

病毒"

R+

#抗体阳性
-#

例"

-X.3BT

#!巨细胞病毒"

QU+

#抗体阳性
&#

例"

AB.3AT

#!单纯疱疹病毒"

)5+

#抗体阳性

-

例"

-.33T

#%患儿并发症以肺炎!高胆红素血症!肝炎综合征和贫血为主%男性患儿感染
QU+

的概率为
3.%&T

!

高于女性患儿的
%.A"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广州地区婴幼儿
CVRQ)

感染以
QU+

为主!性别

对
QU+

易感性有明显差异!

CVRQ)

感染并发症主要是肺炎'高胆红素血症!肝炎综合征和贫血$

"关键词#

!

婴幼儿%

!

巨细胞病毒%

!

风疹病毒%

!

单纯疱疹病毒%

!

弓形虫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A3!B$##

"

3%-&

#

%3!%3#%!%"

!!

CVRQ)

指可导致先天性宫内感染及围生期感染而引起

围生儿畸形的病原体#它是一组病原微生物的英文名称缩写组

成#代表弓形虫$

CV̀

%*风疹病毒$

R+

%*巨细胞病毒$

QU+

%*

单纯疱疹病毒$

)5+

%)有研究报道#广东地区孕妇检查

CVRQ)

阳性检出率约为
--T

+

-

,

)由于
'

8

U

阳性是现症感染

的重要标志#对婴幼儿
CVRQ)

的血清
'

8

U

检测#是婴幼儿感

染
CVRQ)

一个重要筛查指标#便于疾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对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有重大意义+

3!"

,

)为了解本地区

婴幼儿早期感染
CVRQ)

情况#作者对本院
3%%B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
3""3

例住院患儿进行血清
CVRQ)

抗体

'

8

U

检测并对感染患儿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3%%B

年
-

月至
3%-#

年
&

月本院儿科收

治的
3""3

例住院患儿#检测出
CVRQ)

阳性患儿
X3

例#其中

男
&-

例#女
3-

例(年龄
-K

至
3

岁
X

个月#中位年龄
".#

个月(

足月儿
&&

例#早产儿
-#

例#过期产
-

例(平均出生体质量
$.&$

H

8

#体质量
&

3.#H

8

&"

例#体质量
$

3.#H

8

-B

例)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亚特斯生物技术公司酶联免疫吸附试

剂盒检测血清
CV̀ !'

8

U

*

R+!'

8

U

*

QU+!'

8

U

和
)5+!'

8

U

(试

剂盒内附标准品*阳性质控和阴性质控#浓缩洗涤液#具体实验

操作和结果判读按试剂盒说明进行)仪器采用
*<>C1H4(̀ #%

洗板机$美国宝特公司#

4̀ (#%X

%(

*<>C1H4(̀ X%%

酶标仪$美

国宝特公司#

4̀ (X%%

%)

$.'

!

方法
!

抽取患儿静脉血#若未能及时检测的标本分离得

到血清#置于
$W

冰箱保存#

$XF

内完成检测)标本作
-%%

倍

稀释$

-%

"

(

血清
_-%%%

"

(

稀释液%后取
-%%

"

(

于包被板

中#为避免温浴时发生蒸发#包被板盖上盖子#置
"AW

水浴箱

温浴
-F

#洗板
#

次#每次震荡
"7

#每孔加入酶标志物
-%%

"

(

#

包被板盖上盖子#置
"AW

水浴箱温浴
-F

#洗板
&

次#每次震荡

"7

#用
*<>C1H4(̀ X%%

酶标仪读板#

$#%=;

为检测波长#

&"%

=;

为背景波长)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P55-B.%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7F1@

确切概率法#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儿
CVRQ)

血清
'

8

U

检测结果
!

3""3

例患儿感染

CVRQ)X3

例#

-

例
CV̀

阳性 $

%.%$T

%#

-#

例
R+

阳性

$

%.&$T

%#

&#

例
QU+

阳 性 $

3.ABT

%#

-

例
)5+

阳 性

$

%.%$T

%)

X3

例
CVRQ)

血清
'

8

U

检测阳性结果中#

CV̀ !

'

8

U

阳性占
-.33T

#

R+!'

8

U

阳性占
-X.3BT

#

QU+!'

8

U

阳性

占
AB.3AT

#

)5+!'

8

U

阳性占
-.33T

)其中#混合感染
QU+

和
R+3

例#混合感染
QU+

*

R+

和
)5+-

例)

/./

!

CVRQ)

阳性患儿出生情况分布
!

大部分
CVRQ)

血清

'

8

U

阳性患儿为足月产#约
3%T

患儿为早产儿)早产患儿中

X%T

感染
QU+

)见表
-

)

/.'

!

感染
CVRQ)

患儿性别比较
!

CVRQ)

血清
'

8

U

阳性

患儿中#男性
QU+

感染率为
3.%&T

#女性
QU+

感染率为

%.A"T

#男性患儿感染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3

)

/.1

!

感染
CVRQ)

患儿并发症情况
!

收集每例患儿临床资

料#按并发症主要受累系统进行统计分析#多数患儿有
"

种以

上并发症#其中以肺炎$

-X.$%T

%*高胆红素血症$

-&.%"T

%*肝

炎综合征$

X.$BT

%和贫血$

X.$BT

%为主)

QU+

阳性患儿并发

症多数发生在消化系统$

"3.AT

%#

R+

阳性者并发症主要累及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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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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