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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静脉输液是临床治疗疾病常用的方式，小儿群体由于机体发育不成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导致在静脉输液过程中容
易产生危险因素，患儿治疗效果不仅受到影响，还会引发其他疾病。针对小儿静脉输液过程中的危险因素需要家长和医护人员

加以重视，并在输液过程中给予患儿科学可行的护理帮助，从而提高静脉输液安全性。本文针对小儿静脉输液中常见的危险因

素进行分析，并对目前我国医疗机构针对小儿静脉输液危险因素采取的护理策略进行研究分析，为小儿静脉输液安全提供更好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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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是临床医疗活动中常用的治疗方式，是

利用大气压和液体静压原理将大量无菌液体、电解质、

药物由静脉输入体内的方法，从而达到治疗效果。一旦

静脉输液不规范、小儿配合度不高，就会影响静脉输液

质量从而引发危险，导致家属满意度和医患关系受到影

响。因此医疗机构针对小儿静脉输液需要给予规范、严

谨的护理，从而确保小儿静脉输液安全性，对危险因素

进行有效预防。

1 静脉输液的优势和风险

静脉输液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为患者补充液体或

血液，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直接将药液注入患者体内，

从而使药液直接参与到患者体内循环中，使药液尽快发

挥效用。同时静脉输液对于药液的控制效果更好，能够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事先配置固定浓度、固定成分的药液，

并在静脉输液中始终维持相同浓度，通过静脉输液能够

直接将药液注入患者体内，因而部分容易对患者肌肉和

皮下组织产生刺激的药物可以直接通过静脉注入，不会

导致患者机体受损。静脉输液具有较多优点的同时也存

在一定风险性，需要护理人员对静脉输液进行规范把控。

静脉输液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全身性感染，静脉输液通过

静脉血管进行注射，因而药液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流过患

者全身，如果药液配置不当会导致患者出现全身感染症

状。同时静脉输液对于输液速度、液体温度和药液成分

具有非常精确的要求，一旦药液配置存在问题或药液温

度过低、输液速度过快，患者在进行静脉输液时就会产

生不耐受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威胁到患者生命健康。同

时静脉输液量也需要护理人员加以精确把控，如果静脉

输液量过少则无法起到治疗效果，而静脉输液量过多会

导致患者机体承受的循环负担加重，导致患者体内电解

质出现紊乱，进而引发危险。

2 小儿静脉输液中常见的危险因素

2.1 患儿因素

唐丽雯等 [1] 针对小儿静脉输液中常见的不良反应

和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患儿因素是导致产生静脉输

液危险的主要因素之一。患儿由于年龄小、配合度不足，

难以按照家长和护理人员的要求配合静脉输液，直接影

响静脉输液的成功率，容易出现一次穿刺失败的风险。

除此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发现患儿的身体情况也是导

致产生静脉输液危险因素的原因之一，由于小儿的年龄

较小，缺少独立自主能力，因而往往前往医院进行静脉

输液治疗的小儿需要家长陪同看护，由于陪护人员较多

容易导致患儿在静脉输液时产生的感染风险加大。同时

由于年龄问题导致大部分小儿的语言功能和思维能力发

育不完善，在进行静脉输液时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

因而在出现异常情况时患儿往往会大声哭闹，但护理人

员和家长难以理解患儿表达的含义，导致产生危险因素。

蔡玲珊 [2] 在研究中发现，小儿患者由于身体发育

不成熟，因而静脉血管较为脆弱，在进行穿刺输液时会

对患儿静脉血管产生刺激，导致静脉血管的通透性增

强、同时静脉血管周边的肌肉组织容易因刺激出现水肿

现象。小儿由于体内器官发育不成熟，因而导致体温调

节功能和血液循环功能较弱，一旦静脉输液速度过快或

药液温度较低，就会导致患儿机体出现不耐受现象，进

而产生局部血栓等并发症。

2.2 护理因素

静脉输液操作是引发危险因素的主要原因之一，

导致产生静脉输液危险的因素与护理人员输液规范性、

操作熟练度和护理责任心等各方面因素具有一定关系。

部分护理人员在进行静脉输液时往往放松警惕，进而导

致产生危险因素，同时小儿静脉输液对于药液的要求非

常高，由于小儿体重轻、身体器官功能不完善，因而在

配置药液时需要护理人员确保药液成分精确，一旦体重

测量出现偏差就会导致药物剂量变化，进而影响静脉输

液质量引发危险因素。而部分护理人员由于工作繁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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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患儿的关注不足，在静脉穿刺后没有对患儿各项体

征进行评估，导致患儿在输液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而没

有得到及时处理。张爱荣等 [3] 针对小儿静脉输液穿刺

结局影响因素进行筛查发现，护理人员的操作规范问题

引发小儿静脉输液危险因素的占比较高，大部分小儿静

脉输液危险都是由于护理人员操作问题所引发，因而医

疗机构需要对护理人员加以培训，确保所有上岗护理人

员明确小儿静脉输液的操作规范，并能够严格按照规定

开展静脉输液操作。

2.3 家长因素

家长因素同样是导致小儿静脉输液产生危险因素

的原因之一，家长在小儿进行静脉输液时需要帮助护理

人员安抚小儿，避免小儿出现哭闹、乱动等行为影响输

液。但很多家长在小儿静脉输液过程中对于自身责任认

知不足，将全部工作交由护理人员完成，同时部分家长

出于对小儿的担心和爱护，在进行小儿静脉输液时往往

存在急躁、担心、焦虑等情绪，直接导致护理人员承受

的心理压力增大，出现操作失误的几率增大，从而引发

危险事件。

3 小儿静脉输液护理策略的研究进展

3.1 加强患儿安全管理

加强患儿安全管理是预防小儿静脉输液危险因素

的有效措施之一，在静脉输液前需要护理人员给予患儿

科学的安全管理，对患儿穿刺部位进行清洁消毒，护理

人员还要佩戴无菌手套，确保小儿静脉输液全过程保持

无菌状态，避免因外界病毒导致患儿出现医源性交叉感

染。林杜娟等 [4] 在小儿静脉输液实验中采用基于循证

护理模式的静脉留置针不完全置入法进行输液治疗，结

果显示采用此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患儿输液通畅性、提高

输液针的平均留置时间、降低感染、穿刺点渗血等不良

反应的发生几率，对小儿静脉输液安全性能够起到有效

提升。而尘敏等 [5] 在小儿静脉输液的研究中采用风险

防范式护理，结果显示通过风险防范式护理能够有效提

高临床小儿静脉输液的护理质量，在采用风险防范式护

理后护理人员的输液操作规范度和操作熟练度得到明显

改善，同时患儿在静脉输液中出现不良护理事件的几率

显著降低，家长对于小儿静脉输液护理的满意度非常高，

因而风险防范式护理不仅能够改善小儿静脉输液的安全

性，同时对构建良好医患关系、提高患儿家属满意度具

有深远影响。

在静脉输液前，需要护理人员对患儿体重进行精

确测量，并由主治医师评估患儿病情，根据患儿病情、

体重制定输液方案。在测量体重时护理人员务必保证测

量精确性，避免测量存在误差影响后续输液方案设定，

针对患儿体重反复测量多次，确认无误后才能进行输液

方案制定。在计算时根据患儿体重、年龄和病情发展情

况计算不同药物的用药量，并在配置时确保精确，在药

液配置后第一时间为患儿进行静脉输液，避免因输液不

及时导致患儿病情恶化延误治疗。针对患儿的心理状态

也需要护理人员进行评估，部分患儿由于没有接受过静

脉输液，因而在面对陌生护理人员和输液设备时会产生

紧张、害怕等情绪，导致输液质量受到影响。高苗苗等 [6]

在小儿静脉输液护理中采用心理疏导护理干预，结果显

示通过心理疏导护理能够有效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和护

理质量，从而减少患儿静脉输液的危险性。在输液前护

理人员需要与患儿和家属保持沟通，并通过亲切的态度

和语言与患儿建立良好关系，并在输液穿刺前通过玩具、

零食转移患儿注意力，从而避免患儿因输液治疗产生负

性情绪。同时在输液过程中护理人员和家长还要给予患

儿鼓励和表扬，通过鼓励性语言提高患儿的治疗依从性，

从而起到对小儿静脉输液危险因素的有效预防。

3.2 提高患儿家长认知水平

对于部分年龄非常小的患儿需要家长辅助护理人

员进行输液治疗，因而在输液前需要护理人员对家长进

行健康宣教，将静脉输液的要点、禁忌事项、并发症等

相关知识告知家长，让家长提高对输液护理的重视度。

同时在输液过程中需要护理人员对家长进行指导，改善

家长的负性情绪，并让家长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通

过家长的态度感染患儿，从而消除患儿的情绪问题。张

自林 [7] 利用循证护理改善患儿静脉输液护理模式，结

果发现通过循证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患儿和家长的认知程

度，从而提高患儿和家属的依从性和满意度。

3.3 加强护理人员技能培训

护理人员是实施小儿静脉输液的主体，因而护理

人员的操作水平对于输液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医

疗机构需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和审核，确保所有护

理人员的操作能力和操作熟练度满足临床输液标准要

求。俞林燕等 [8] 针对优质护理对小儿静脉输液一次穿

刺成功率的影响发现，在小儿静脉输液中采用优质护理

能够有效提高患儿依从性和一次穿刺成功率，对静脉输

液不良反应产生几率和患儿家属满意度同样能够起到积

极影响。因而医疗机构需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审核，从

而为静脉输液患儿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在培训中加强对护理人员认知水平的培养，确保

所有护理人员对临床小儿静脉输液中使用的各类药物具

有充分了解，明确各类药物的使用要点、适应症和禁忌

症，避免出现医疗事故。同时对护理人员的穿刺操作水

平进行培训，为护理人员安排实践操作机会，从而提高

护理人员的穿刺水平、改善小儿静脉输液的一次穿刺成

功率。同时在穿刺后护理人员还要对患儿情况进行评估，

避免在输液过程中患儿产生不良反应，因而护理人员需

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以患儿安全作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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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开展临床输液护理工作。

3.4 建立小儿静脉输液安全管理制度

医疗机构要对小儿静脉输液工作给予更多重视，

根据小儿静脉输液工作中常见的危险因素明确预防措

施，确保所有护理人员能够对各项输液危险因素进行有

效预防。并在临床工作管理中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从而

提高输液安全性。例如医疗机构可以对小儿静脉输液的

具体操作流程、内容和规范性进行明确，并将相关内容

融入到护理人员的日常学习和考核中，并以小儿静脉输

液的常见危险因素为主要内容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确

保所有临床护理人员具有足够的操作能力和责任意识，

以此来提高小儿静脉输液的安全性。同时在医疗机构内

部成立安全管理小组，通过管理小组实施对小儿静脉输

液的有效监督管理，例如由各科室领导、护士长和相关

负责人员作为监督管理成员，定期对各科室小儿静脉输

液情况进行抽查和巡视，从而确保输液护理工作严格按

照医院要求规范开展。同时在冬季、早春等儿科疾病高

发的季节，需要医疗机构提前根据工作量科学排班，避

免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过大导致出现疏忽现象，影响小

儿静脉输液的安全性和输液质量。

综上所述，静脉输液具有见效快、效果好、操作

简单等优势，是新时代临床医疗活动中最常用的治疗方

法之一。在静脉输液治疗中需要医护人员对静脉输液的

各个环节流程进行精确把控，确保静脉输液的质量和安

全性，从而降低患儿输液风险、提高护理质量，为患儿

疾病康复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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