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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可视化标尺在留置针固定同质化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①

刘　 静②,钟芳萍,张慧敏,钟明艳,袁　 炎,黄金华

(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西 萍乡　 337000)

摘要　 目的:探讨自制可视化标尺在留置针固定同质化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采取传统培训管理期间行静脉留置针输液治疗的患者 84 例及同期护士 50 名作为对照

组,另选取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采取可视化培训管理期间行静脉留置针输液治疗的患者 84

例及同期护士 50 名作为观察组。 比较两组留置针规范固定情况、并发症、患者满意度和护士满意

度。 结果:观察组留置针规范固定率、患者满意度和护士对留置针规范固定培训效果的满意度均高

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留置针固定同质化管

理中采用可视化标尺,可提高留置针规范固定率,减少留置针并发症的发生,患者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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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elf-made visual ruler in the homogenous management of
indwelling needle fixation①

LIU Jing②, ZHONG Fangping, ZHANG Huimin, ZHONG Mingyan, YUAN Yan, HUANG Jinhua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Pingxiang, Pingxiang 337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elf-made visual ruler in the homogenous management of

indwelling needle fix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4 patients who received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 therapy during traditional training management period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and 50

nurse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another 84 patients who received

intra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 therapy during the period of visual training management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and 50 nurse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Standard fixation of indwelling needle, complications, patients′ and nurses′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dwelling needle standard fixation rate, patients′ and nurses′

satisfaction with the effect of indwelling needle standard fixation train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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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hich were of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ruler in the

homogenous management of indwelling needle fixation can improve the standard fixation rat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indwelling needle and increase patients′ satisfaction.

Keywords: indwelling needle fixation; self-made visual ruler; homogenous management; complications;

satisfaction

　 　 静脉留置针具有操作简单、留置时间长等优点,

能够减少因反复静脉穿刺而造成的痛苦,其在临床

上已得到广泛应用[1-2]。 在留置针使用过程中,固定

方法欠妥、各种不规范操作等,均会导致导管堵塞、

静脉炎、导管相关性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不仅增加

患者身心痛苦和医疗费用,还会加重护士的工作负

担[3-4]。 因此,加强留置针的规范使用和固定尤为重

要。 传统的留置针固定培训方式及培训成果转化欠

佳,留置针固定现状与静脉治疗行业标准有着较大

的差距。 可视化管理通过利用各种形象、直观、色彩

适宜的视觉信息,指导员工的现场生产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只要看到眼前的标识,就能知道管理的规范

要求,而不需去翻看操作手册或凭借记忆再现操作

流程,利于提高工作质量。 为提高留置针规范的固

定率,本研究将可视化标尺运用于留置针固定同质

化管理中,可视化标尺通俗易懂、成本低廉、方便携

带,用眼指导手操作,以达到留置针固定的规范化、

标准化[5-6]。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自制可视化标

尺在留置针固定同质化管理中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萍乡市第二人民

医院采取传统培训管理期间行静脉留置针输液治疗

的患者 84 例及同期护士 50 名作为对照组;另选取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采取

可视化培训管理期间行静脉留置针输液治疗的患者

84 例及同期护士 50 名作为观察组。 观察组女 31 例,

男 53 例;年龄 22~67 岁,平均(49.0±5.3)岁。 护士:女

44 名,男 6 名;年龄 24~38 岁,平均( 30.6± 2.3)岁;学

历:大专 29 名,本科及以上 21 名。 对照组女 34 例,男

50 例;年龄 22~67 岁,平均(49.0±5.3)岁。 护士:女 45

名,男 5 名;年龄 24~39 岁,平均(30.6±2.3)岁;学历:

大专 30 名,本科及以上 20 名。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获萍

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

纳入标准:采取静脉留置针进行输液治疗;患者

同意参与本试验,并签署知情书。

排除标准:合并凝血功能障碍;病案资料不完

整。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传统培训管理:每周开展 1 次集中

授课,采用 PPT 讲解留置针相关知识,之后由 1 名带

教老师现场进行留置针操作示范,培训结束后护士

自行练习,由护士长对其进行操作考核。

观察组采取可视化培训管理:①同质化培训。

在全院挑选护师以上职称且具有 3 年以上带教经验

的护士作为静脉治疗培训师,由静脉治疗总教练对

其进行同质化培训,讲解留置针相关理论和操作,并

采用亚克力材质制作出 8 cm×10 cm 大小的可视化

标尺,标注操作的顺序,方便操作时观看。 培训结束

后所有培训师逐一示范操作步骤,讲解各个步骤操

作的目的,同时进行静脉留置针教学培训展示,总教

练及时指正培训师的不足。 ②成立外周静脉留置针

固定规范监督小组。 由 1 名护士长和 1 名高年资静

脉治疗专科护士组成小组,每月对外周静脉留置针

固定规范具体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记录,及时指出工

作错误并纠正。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留置针规范固定情况、并发症发生率、

患者满意度和护士对留置针规范固定培训效果的满

意度。 ①比较两组患者留置针规范固定情况。 规范

固定标准:无菌贴膜平整无卷边;穿刺日期、操作者

标准齐全;延长管采用 U 形固定,Y 形接口朝外;固

定后留置针肝素帽高于导管尖端。 ②比较两组患者

留置针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并发症包括静脉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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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堵塞、导管相关性感染等。 ③发放患者满意度调

查表。 从安全性、舒适性、固定方式、固定效果 4 个

方面,调查两组患者对留置针规范固定效果的满意

度,各项满分 1 ~ 5 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越满意。

④发放留置针规范固定培训效果调查表。 从培训方

式、培训效率、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 4 个项目调查护

士对留置针规范固定培训效果的满意度,各项满分 1

~5 分,得分越高表示护士对留置针固定培训效果越

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

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 χ2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留置针规范固定情况、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留置针规范固定率较对照组高,并发症

少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留置针规范固定情况、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规范固定率(%)
并发症

静脉炎(n) 导管堵塞(n) 导管相关性感染(n) 总发生率(%)

对照组 84 89.29 1 6 3 11.90
观察组 84 97.62 0 2 1 3.57

χ2 4.767 4.085
P <0.05 <0.05

　 　

2.2　 患者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各项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固定方式 安全性 舒适性 固定效果

对照组 84 2.56±0.43 2.48±0.45 2.43±0.42 2.50±0.44
观察组 84 3.98±0.46 3.87±0.51 3.85±0.39 3.96±0.47

t 20.668 18.730 22.707 20.784
P <0.05 <0.05 <0.05 <0.05

　 　

2.3　 护士对留置针规范固定培训效果的满意度

观察组护士对留置针规范固定培训效果的各项

满意度均较对照组高(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护士对留置针规范固定

培训效果的满意度比较(x±s,分)

组别 n 培训方式 培训效率 培训质量 培训效果

对照组 50 2.84±0.23 2.86±0.35 2.79±0.43 2.77±0.45

观察组 50 3.74±0.32 3.89±0.40 3.85±0.46 3.82±0.48

t 16.149 13.703 11.903 11.285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静脉留置针已成为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输液工

具,其可为长期输液患者减轻多次穿刺痛苦[7-8]。 但

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由于护士对静脉治疗相关知识掌

握不全面,加之留置针固定和维护不规范,可导致患

者出现静脉炎、导管堵塞等相关并发症,使静脉留置

针无法达到预期使用效果, 导致患者满意度下

降[9-10]。 因此,留置针的规范化固定尤为重要。
同质化服务目标的实现,需护理质量管理的标

准化、规范化,既往采取的传统培训管理难以达到预

期的效果[11-12]。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留置针规范固定率、患者满意度和护士

满意度均较对照组高,这表明可视化标尺运用于留

置针固定同质化管理中,能够提高患者留置针规范

固定率,降低留置针并发症发生风险,提高患者满意

度和护理人员工作质量。 分析原因在于:采用亚克

力材质制作出通俗易懂、方便携带的可视化标尺,其

严格按照静脉治疗标准,将留置针固定时的操作顺

序、规范固定要点进行标注,借助视觉传达信息与认

知,用眼指导手操作,更加形象、直观,便于护士理解

与记忆,可操作性强[13-14]。 可视化标尺应用在培训

中,简单易行,只需在晨会上就能完成一次有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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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避免理论授课的枯燥乏味,增强趣味性及吸引

力,方便护士学习、掌握,并利于全院护理人员共同

学习与提高[15-16]。 同时,将可视化标尺运用于留置

针固定同质化管理中,在实际操作中能起到警示、引

导等作用,时刻提醒护士规范固定留置针,能有效提

高留置针的规范固定率,以达到留置针固定的规范

化、标准化,有效减少导管相关性感染等并发症的发

生,保障患者的护理安全, 达到安全留置的目

的[17-18]。 此外,将可视化标尺运用于留置针固定同

质化管理中,能强化护士培训效果,使留置针固定更

加标准化,从而达到留置针固定同质化管理的目标,

可视化标尺通俗易懂、方便携带、成本低廉,适合在

培训与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19-20]。

综上所述,通过可视化标尺运用于留置针固定

同质化管理中,能够进一步规范留置针的固定,减少

留置针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及满

意度,达到安全留置的目的,从而提高患者满意度,

值得在培训与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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