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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卫生院门诊静脉输液的护理

太慧慧
古城卫生院 宁夏 固原 756500

摘� 要：目的：探究乡镇卫生院门诊静脉输液的护理。方法：选取乡镇卫生院门诊2023年1月~2024年12月期间收
治的60例静脉输液患者开展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3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
施综合护理，对比护理效果。结果：护理后，焦虑方面：观察组SAS评分低于对照组（P < 0.05）。不良事件方面：观
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6.67%），较对照组（26.67%）低（P < 0.05）。满意度方面，观察组满意度（100.00%）较
对照组（80.00%）高（P < 0.05）。结论：加强对乡镇卫生院门诊静脉输液患者的护理关注，并全面实施综合护理，
可有效减轻患者焦虑情绪，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提高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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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输液室作为医疗机构的重要部门，所接诊的患

者具有病情复杂、流动性大、整体输液事件相对较短且

不规律等特点，因此对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

三甲医院比较，乡镇卫生院地处偏远、经济条件欠佳，

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护理人员资源短缺问题，再加上部分

护士工作经验欠缺、责任心不强等因素，给乡镇卫生院

医疗服务质量带来极大程度上的影响，致使护理不到

位、护患沟通不畅等问题的频发，进而加剧患者心理负

担，降低静脉输液效果、安全性[1-2]。因此，做好乡镇卫

生院门诊静脉输液患者的护理具有重要临床意义。随着

当前医疗模式的转变，人们健康需求的持续增高，综合

护理的提出及运用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常规护理比较，

综合护理具有系统性、程序化、连续性、个体化等特

点，强化医疗服务质量，提高护理效果、工作效率[3]。近

年来，综合护理已广泛护理领域中，取得了理想的护理

效果。目前，关于乡镇卫生院门诊室中综合护理的应用

研究报道相对不足，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为此，本研

究以镇卫生院门诊的60例静脉输输液患者进行研究，对
其焦虑情绪、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满意度等护理情况

进行全面分析，以期为乡镇卫生院门诊静脉输液患者护

理发展提供依据，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自2023年1月~2024年12月期间乡镇卫生院门诊选取

静脉输液患者进行研究，以纳入与排除标准为依据，纳

入6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两组，每组30例，在疾病
类型、平均年龄、性别分类等一般资料方面的数据比较

差异接近（均P > 0.05）。见表1。

表1 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性别

平均年龄[（ ），岁]
疾病类型

男性 女性 胃肠道疾病 心血管疾病 其他

对照组（n = 30） 16 14 50.25±5.17 14 11 5
观察组（n = 30） 18 12 49.67±4.51 13 10 7

t/x2值 0.271 0.463 0.418 
P值 0.602 0.645 0.811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认知正常，积极配合；（2）男

女不限，年龄 > 18岁；（3）门诊静脉输液治疗 > 5d；
（4）患者及其家属已获悉研究的具体内容、目的，自愿
参与。

排除标准：（1）合并视力、听力等障碍；（2）合
并皮肤疾病；（3）合并血液疾病；（4）合并重要脏器

功能不全、占位性病变等。

1.3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1）静脉输液治疗前，待患

者进入输液室，护士主动问候并核对患者基本信息，询

问既往病史、过敏史等，同时引导患者至输液坐位，对

其病情、身体指标、血管条件等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及患者年龄、具体病情、输液药物性质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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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静脉进行输液。（2）静脉输液治疗中，密切监测
患者血压、呼吸等情况及治疗后反应；嘱咐不可私自调

节输液速度，避免滴速过快造成不良事件。针对局部疼

痛、肿胀等情况，及时调整输液速度，必要时更换输液

部位。（3）静脉输液治疗后，护士快速正确按压穿刺
部位至3~5min。另外嘱咐患者短时间内保持穿刺部位清
洁、干燥，以防发生感染。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如下：（1）成立
综合护理小组，包括1名护士长、3名护士，均具备丰富
的门诊工作经验，工作时间至少超过5年。护士长负责组
织规范化、统一培训，包括静脉输液操作规范流程、门

诊输液室护理工作特点及要求、社会关系学知识、静脉

穿刺技术（穿刺部位的选择、穿刺的角度及深度、消毒

方法等）、护患沟通技巧、心理学知识、应急预案及处

理流程，以及综合护理的理念、起源、发展历程、应用

现状、效果评价等内容，全体成员积极参与，并在培训

结束后进行理论、护理既能操考核，达到考核标准者即

可进入本次研究。（2）全面评估患者基本情况、护理需
求等，根据评估结果、门诊室输液室护理现状等，制定

护理计划并实施。（3）护理内容，①静脉输液治疗前，
除了实施常规基础护理之外，关注患者健康需求、心理

状况，根据患者认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采取面对面

交流、发放手册等形式进行教育，包括静脉输液目的、

配合事项、可能存在的不良事件及应对措施等，保持语

言通俗易懂。引导患者阐述内心对静脉输液的看法、感

受，适时作出回应，及时采取相应护理，如以礼貌性的

用语、不卑不亢的工作态度执行各项护理操作，耐心倾

听患者诉说，使其内心苦闷得以宣泄；耐心讲解各项检

查、静脉输液治疗的重要性，并引导患者深呼吸、听音

乐等，或分享既往成功治愈案例。②静脉输液治疗中，

加强巡查次数，主动询问患者治疗感受，密切观察穿刺

部位及周围皮肤状况，警惕药物外渗、局部红肿、静脉

炎；根据患者需求，适当改变体位，促进生理舒适，另

外在输液室播放以健康饮食、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电视节

目。③静脉输液治疗后，按照“先慢后快”原则进行拔

针，并辅以输液贴压迫穿刺部位，对于血管弹力较弱患

者，予以适当热敷。静脉滴注结束后继续留观0.5h，无不
适即可离院。

1.4  观察指标
1.4.1  焦虑情绪
自评焦虑量表（SAS）[4]标准差的临界值为50分，分

值越高，焦虑情绪越明显。

1.4.2  不良事件

包括药物外渗、静脉炎、局部红肿等。

总发生率 = 不良事件病例/入组人数（35）×100%。
1.4.3  护理满意度
向静脉输液患者发放《门诊输液室护理满意度调查

表》，回收率为100%。该问卷包括服务态度、操作技能、
输液安全管理等内容，满分100分，分为（1）不满意 < 
60分；（2）较满意60~ < 85分；（3）满意 ≥ 85分。
满意度（%） = 满意率（%）+较满意率（%）。
1.5  统计学方法
用SPSS2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其

中，计量资料行t检验。计数资料行x2检验。P < 0.0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情绪的对比
与护理前比较，两组护理后SAS评分降低，且观察组

SAS评分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2。
表2 焦虑情绪的对比[（ ）]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 = 30） 54.41±3.29 49.55±2.01
观察组（n = 30） 53.67±2.47 45.29±1.37

t值 0.985 2.837 
P值 0.329 0.006 

2.2  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 < 

0.05）。见表3。
表3 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对比

组别
药物外渗
（n）

局部红肿
（n）

静脉炎
（n）

总发生率
（%）

对照组（n = 30） 3 4 1 26.67
观察组（n = 30） 1 1 0 6.67

x2值 - - - 4.320 
P值 - - - 0.038 

2.3  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护理满意对较对照组高（P < 0.05）。

见表4。
表4 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组别
满意
（n）

较满意
（n）

不满意
（n）

满意度
（%）

对照组（n = 30） 10 14 6 80.00
观察组（n = 30） 12 18 0 100.00

x2值 - - - 4.630 
P值 - - - 0.031 

3 讨论

乡镇卫生院门诊患者在整个静脉输液过程中往往面

临焦虑情绪明显、担忧输液安全、对静脉输液缺乏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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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问题[5-6]。因此，做好乡镇卫生院门诊静脉输液患

者的护理成为当前研究重点。

综合护理作为新兴护理方法，与当前生物-心理-社
会医学模式更契合，关注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同时以护

理程序为框架，积极提供具有系统化、连续性、全方位

等特点的护理过程。 该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SAS评
分较对照组低，说明综合护理在乡镇卫生院门诊输液室

的应用效果较常规护理效果更理想，有效改善患者焦虑

情绪，原因为常规护理缺乏对患者心理需求的关注，而

综合护理能够转变护士服务理念，增强主动服务意识，

使其在护理实践中更加关注患者健康需求、心理状况，

通过全面实施多元化健康教育、个体化心理护理，提供

更为细致护理服务，一方面拓展患者了解静脉输液知识

的途径，使其全面掌握输液的目的、可能存在的不良事

件及注意事项等，从而提高认知水平，增强患者应对静

脉输液、控制疾病的能力；另一方面个体化心理护理能

够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最大限度上满足患者的心理需

求，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焦虑情绪，从而提升其治疗体

验水平。该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较对

照组低，说明综合护理更有助于保障患者输输液安全，

减少静脉炎、药物外渗、局部肿胀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原因为传统常规护理缺乏针对性，且服务被动、干预形

式单一，因此护理效果并不理想，极大可能造成不良事

件的发生。综合护理更注重护士的专业培训，为患者提

供更为专业、规范的护理措施，包括个体化冠词及护

理、病情监测、良好的护患沟通及病房巡视等，更好地

保证患者输液安全，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研究中以问

卷调查患者的满意度，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满意度更

高，说明综合护理能满足患者心理、健康等多层面护理

需求，拥有良好的护理体验感，从而促进护患关系的和

谐发展。

综上所述，对乡镇卫生院门诊静脉输液患者实施综

合护理，可取得较理想的护理效果。与常规护理比较，

综合护理能维持患者稳定情绪，减轻焦虑，还可减少不

良事件的发生，从而使其对护理感到满意。目前，本研

究存在相关报道较少、样本量不足等局限，可能造成研

究结论的偏倚，为此建议今后深入探索综合护理应用优

势，以提升乡镇卫生院门诊静脉输液患者护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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