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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技能竞赛中静脉输液操作的优化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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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护理技能竞赛中静脉输液操作存在多项常见问题，包括针头滑出血管外、针头斜面紧贴血管壁、液体不滴、液体渗漏、

输液反应、空气栓塞和液体外渗。针对这些问题，可采取多种优化策略，如三指定位法、快进慢退穿刺技术、双手排气法、透

明敷贴固定、微调法控制输液速度、严格实施双手排气法和单手撕开无菌包装技术等。通过这些策略，可提高静脉输液操作的

成功率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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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静脉输液是临床护理工作中最常见的操作之一，其在护理技能竞赛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静脉输液操作涉及多

个复杂步骤，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影响输液效果和患者安全。因此，研究静脉输液操作的优化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常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不仅能提高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和竞赛成绩，还能改善临床输液质量，

减少并发症，提升患者满意度。此外，优化策略的研究和应用有助于推动护理实践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促进护理

质量的整体提升。

1 静脉输液操作在竞赛中的常见问题

静脉输液操作在竞赛中常见问题主要集中在技术

细节和操作规范方面。首先，针头滑出血管外是一个常

见问题，液体注入皮下组织会导致局部肿胀和疼痛，这

种情况通常是由于穿刺角度不正确或固定不牢固引起

的；针头斜面紧贴血管壁也是一个常见问题，这会妨碍

液体顺利滴入血管，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穿刺时未能准确

进入血管中央，导致液体流速减慢或停止；液体不滴是

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输液管内有空气或输

液管折叠，滴管内液面过高或过低也会影响输液速度和

效果，液面过高会导致液体流速过快，而液面过低则会

使液体流速过慢；输液过程中，液体渗漏是一个需要特

别注意的问题，液体渗漏不仅会影响输液效果，还可能

导致局部组织损伤，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穿刺部位选择

不当或固定不牢固引起的；输液反应也是一个常见问题，

可能表现为发热、寒战、皮疹等症状，这种情况多发生

在输液速度过快或药物不适应时；空气栓塞是一个较为

严重的问题，通常是由于输液管内空气未排尽或输液过

程中空气进入输液管导致，这种情况会导致患者出现呼

吸困难、胸痛等症状；输液过程中，液体外渗也是一个

常见问题，通常是由于输液管连接不紧密或输液管破损

引起，这种情况会导致液体流失，影响输液效果 [1]。

静脉输液操作在竞赛中，选手需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

行，确保每一步操作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任何一个细节

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操作失败或出现意外情况，通过不断

练习和总结经验，可以有效减少这些常见问题的发生，

提高操作的成功率和安全性。

2 静脉输液操作优化策略

2.1 针对针头滑出血管外问题

针对针头滑出血管外问题，可采用多种优化策略

以提高静脉输液操作的成功率。" 三指定位法”是一种

有效的静脉固定技术，通过拇指、食指和中指分别固定

静脉的上、中、下三个部位，使静脉呈现出直线状，大

大提高了穿刺的准确性，这种方法不仅能使静脉更加清

晰可见，还能防止静脉在穿刺过程中滑动，从而减少针

头滑出的风险。在穿刺角度的选择上，15-30 度是最佳

的选择，这个角度既能确保针头顺利进入血管，又能减

少穿透血管壁的可能性，较小的穿刺角度使得针头在血

管内的行程更长，增加了固定的稳定性，同时也降低了

针头滑出的风险，操作者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如静

脉的深浅、粗细等，灵活调整穿刺角度以达到最佳效果。

针头固定是保证输液顺利进行的关键步骤，”蝴蝶结固

定法”和”Z 字形贴布法”是两种常用且有效的固定方

法，”蝴蝶结固定法”通过将胶布折叠成蝴蝶结形状，

牢固地固定针头和输液管，不仅美观还能有效防止针头

移位；"Z 字形贴布法 " 则是将胶布以 Z 字形方式贴于

针头和周围皮肤，这种方法能够从多个方向固定针头，

增强了固定的稳定性，两种方法都能显著减少针头滑出

的风险，操作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固定方法 [2]。

2.2 解决针头斜面紧贴血管壁问题

解决针头斜面紧贴血管壁问题是提高静脉输液操

作质量的关键环节。" 快进慢退 " 穿刺技术是一种精细

的操作方法，能有效确保针头准确进入血管中央，这种

技术要求操作者在穿刺时快速穿透皮肤，随后减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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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推进，直至感觉到阻力消失，这种方法能够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血管壁的刺激，同时提高针头进入血管中央

的准确性，操作时需要保持稳定的手法，控制好力度和

速度，以达到最佳效果。穿刺成功后，轻微回旋针头是

一种微调针头位置的有效方法，通过轻轻旋转针头，可

以调整针尖的朝向，使其避开血管壁，更好地位于血管

腔内中央位置，这个过程需要格外小心，动作要轻柔，

避免对血管造成额外损伤，正确的回旋能够显著改善输

液效果，确保液体顺利流入血管。" 回抽确认法 " 是一

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用于定期检查针头位置，操作者

通过轻轻回抽注射器活塞，观察是否有血液回流来判断

针头是否仍在血管内，如果能看到血液回流，说明针头

位置正确；如果无法回抽到血液，则可能需要重新调整

针头位置，这种方法应该定期进行，特别是在输液过程

中出现异常情况时，通过及时发现和纠正针头位置问题，

可以确保输液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大大提高静脉输液的

成功率和安全性。

2.3 解决液体不滴问题

解决液体不滴问题是静脉输液操作中的关键环节，

" 双手排气法 " 是确保输液管路内无气泡的有效技术。

实施时，一手握住输液瓶底部，另一手捏住输液管的下

端，然后缓慢挤压输液管，使气泡从上向下移动至输液

管末端，重复此操作直至管路内无可见气泡，这种方法

不仅能彻底排除气泡，还能防止空气栓塞的发生，大大

提高输液安全性。" 滴数法 " 是精准控制输液速度的常

用方法，通过调节滴管上的调节器可以精确控制每分钟

的滴数，操作时需要仔细观察滴管内的液滴下落情况，

根据医嘱要求调整滴速，这种方法需要操作者具备良好

的观察力和耐心，以确保输液速度的准确性，定期检查

和调整滴速也是必要的，因为输液过程中速度可能会发

生变化 [3]。" 高度调节法 " 是通过调整输液瓶高度来控

制流速的简单有效方法，输液瓶的高度直接影响液体的

静水压力，从而影响输液速度，提高输液瓶会增加流速，

降低则会减慢流速。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需要微调

输液瓶的高度，以达到理想的输液速度，这种方法特别

适用于需要快速调整输液速度的情况，如输液初期或患

者出现不适时。然而，使用此方法时需要注意，过高的

输液瓶可能导致输液速度过快，增加并发症风险，因此，

在调整高度时应当谨慎，并结合 " 滴数法 " 进行精确控

制，以确保输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4 防止液体渗漏

防止液体渗漏是静脉输液操作中的重要环节，直

接影响输液效果和患者舒适度，" 触诊法 " 是评估静脉

状况并选择最佳穿刺点的有效技术。操作时，轻轻触摸

静脉，感受其弹性、走向和深浅，良好的静脉应有弹性、

直线走向且易于固定，通过触诊，可以避开静脉瓣膜和

分叉处，选择最适合穿刺的位置，这种方法能显著提高

穿刺成功率，减少液体渗漏的风险。使用 " 透明敷贴 "

固定是防止液体渗漏的关键步骤，透明敷贴不仅能牢固

固定针头，还能清晰观察穿刺点周围皮肤的情况。选择

合适大小的透明敷贴，确保覆盖穿刺点及周围区域，贴

敷时应避免产生褶皱，以防止液体从敷贴边缘渗出，透

明敷贴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穿刺点的可视性，方便医护人

员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问题。" 透明胶带观察法 " 是一

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用于及时发现液体渗漏，在穿刺

点周围贴一圈透明胶带，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如果发生

液体渗漏，会在透明胶带下积聚，形成可见的液体区域，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难以直接观察的穿刺点，如手背或

前臂内侧。定期检查透明胶带下的情况，可以迅速发现

微小的渗漏，及时采取措施，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液体渗漏造成的不良影响，提高输液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4]。

2.5 减少输液反应

减少输液反应是确保静脉输液安全性的关键环节，

" 微调法 " 是精确控制输液速度的有效技术，尤其在输

液初期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缓慢开始输液，并逐步调整

至目标速度，可以让患者的身体逐渐适应药物，从而降

低不良反应的风险。操作时，需要密切观察滴速，根据

患者的反应适时调整，这种方法不仅能有效预防输液反

应，还能提高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 定期巡视法 " 是

监测患者情况的重要手段，每15-30分钟进行一次巡视，

检查患者的整体状态、输液速度以及穿刺部位的情况。

巡视过程中，需要询问患者是否有不适感，观察有无发

热、寒战、皮疹等输液反应的症状，及时发现并处理潜

在问题，可以显著降低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定期巡

视还能及时调整输液速度，确保治疗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 分散注意力技术 " 是一种心理干预方法，旨在减轻患

者的紧张感，从而降低不良反应的风险。通过与患者交

谈、播放音乐、提供阅读材料等方式，可以有效分散患

者对输液过程的注意力，这种技术不仅能缓解患者的焦

虑情绪，还能促进血管舒张，有利于输液的顺利进行。

在应用这种技术时，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人喜好和身体状

况选择适当的分散注意力方法，通过减轻患者的心理压

力，可以间接降低某些由紧张引发的不良反应，如头晕、

恶心等。

2.6 预防空气栓塞

预防空气栓塞是静脉输液操作中的重中之重，直

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严格实施 " 双手排气法 " 是

确保输液前彻底排净空气的关键步骤。操作时，一手握

住输液瓶底部，另一手捏住输液管的下端，然后缓慢挤

压输液管，使气泡从下向上移动至滴管，重复此操作数

次，直至整个输液系统内无可见气泡，这种方法需要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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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细心，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遗漏任何气泡。" 轻弹

排气法 " 是排除注射器中气泡的有效技术，在抽取药液

后，将注射器垂直向上，轻轻弹击注射器筒壁，使气泡

上浮至针头端，然后缓慢推动活塞，将气泡排出，这个

过程可能需要重复几次，直到注射器中完全没有气泡，

操作时需要注意力度，既要确保气泡被完全排出又要避

免药液的浪费。" 快速夹闭法 " 是在发现空气意外进入

输液系统时的应急处理方法，一旦观察到空气进入输液

管，立即用手指快速夹闭输液管，阻止空气继续前进。

随后，断开输液管与静脉留置针的连接，重新进行排气

操作，这种方法要求操作者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快速反

应能力，能在最短时间内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空气栓塞风

险 [5]。

2.7 避免液体外渗

避免液体外渗是保证静脉输液效果和患者安全的

重要环节，" 单手撕开 " 无菌包装技术是减少污染风险

的有效方法。操作时，用一只手固定包装，另一只手从

预先设计的撕口处撕开，保持包装内物品的无菌状态，

这种技术要求操作者具备熟练的单手操作能力，能够在

不触碰无菌物品的情况下完成开包，通过减少接触面积，

显著降低了污染风险，为整个输液过程奠定了良好的无

菌基础。"三通开关技术"在多种药物输注时尤为重要，

能确保连接紧密，防止液体外渗。使用三通开关时，需

要注意各个接口的正确连接和开关的正确操作，在切换

不同药物时，应先关闭不需要的通道，然后打开所需通

道，避免药物回流或空气进入，这种技术不仅能防止液

体外渗，还能实现多种药物的有序输注，提高输液的精

确性和安全性。" 定期检查法 " 是避免液体外渗的关键

措施，通过频繁检查输液管路连接情况，可以及时发现

并处理潜在的外渗风险。检查内容包括输液管与静脉留

置针的连接处、三通开关的各个接口、输液瓶与输液管

的连接处等。每次检查时，不仅要目视观察，还要轻轻

触摸各个连接处，确保无松动或渗漏，定期检查的频率

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通常每 30-60 分钟进行一次较为

合适。

结　论：

静脉输液操作的优化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需

要护理人员不断学习和实践。针对常见问题提出的优化

策略，如三指定位法、快进慢退穿刺技术、双手排气法

等，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方法，这些策略的应用不

仅能提高操作的成功率，还能显著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在实施这些优化策略时，护理人员应注意结合患者的个

体差异和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技巧。同时，应当强

调团队协作和沟通的重要性，共同营造安全、高效的输

液环境。通过不断优化静脉输液操作，能够提升护理质

量，增强患者的舒适度和安全感，从而促进护患关系的

和谐发展。总之，静脉输液操作的优化对提高护理技能

水平和保障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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