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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clinical evaluation of humanized nursing mode in intravenous infusion therapy. Meth-
ods: 20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intravenous infusion treatment in a tertiary hospital in the last year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and B. Among them, the patients in group A took the regular nursing mode, and the patients in group B gave the humanized nursing 
mode. Satisfaction with treatment outcomes and outcome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ravenous infusion therapy.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group A was 82%, and the satisfaction in group B was 97%.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group A 
adopting humanized nursing mode was sign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B patients who adopted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the dif-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cant.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zed nursing mode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can sign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treatment results, eas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can be widely promo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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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模式在静脉输液治疗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龚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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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人性化护理模式在静脉输液治疗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以及临床评价。方法：将某三级医院在最近一年时间内进行静
脉输液治疗的 200 名患者分成 A、B 两组，其中，A 组患者采取常规的护理模式，B 组患者给予人性化的护理模式。静脉输
液治疗护理之后对比两组患者对治疗结果和护理结果的满意度。结果：A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82%，B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为 97%，采取人性化护理模式的 A 组的护理满意度要显著优于采取常规护理模式的 B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静脉输液治疗护理过程中应用人性化的护理模式能够显著提升患者对治疗结果的满意度，缓解医患矛盾，可以在临床上广
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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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静脉注射是护理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础技能，虽然看

似简单，但是包含着复杂的技巧。合理的操作方法能够显著

减少穿刺过程中给患者带来的疼痛，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本

文主要针对某三级医院收治的患者的人性化护理模式进行探

究，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次抽取深圳大学总医院在 2018 年六月份到 2019 年六

月份这一年时间内收治的 200 名进行过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

做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抛币法将这两百名患者平均分为 A、

B 两组，每组各 100 名患者。其中，A 组患者男性与女性的

比例为 55:45，最大年龄与最小年龄则分别为 73 岁和 17 岁，

平均年龄为 45.15 岁。B 组患者男性患者于女性患者的比例为

57:43，最大年龄与最小年龄者分别为 74 岁和 15 岁，平均年

龄为 44.93 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没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

对比性。该次实验计划由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来进行，

并在监理机构下进行开展。患者均对实验内容进行了解并自

愿的参加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精神疾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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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A 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模式，主要包括仔细检查核

对病人的基本资料、药物的用量以及药物的质量等，加强对

患者输液器材的实施力度以及观察力度，及时发现病人输液

过程中存在的异常现象和事故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

行解决，避免出现静脉损伤的问题。B 组患者在 A 组患者的

基础之上进行人性化的护理活动。首先，人性化的护理工作

的执行需要为病人创造整洁和安静的就诊环境，及时清洁患

者所在的病房并清扫地面上的呕吐物和积水，定期的消毒地

面，维持地面的干净和整洁。同时，采取一定的防滑措施，

避免儿童或者老年患者摔倒，保证患者就诊区域以及输液区

域电视机、垃圾桶和饮水机等相关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并为

患者提供充足的纸巾、一次性纸杯、杂志以及健康宣传手册，

帮助患者有效度过静脉输液的无聊的时间。[1] 同时，医护人

员在静脉输液的过程中需要向患者详细的介绍所使用药物的

治疗目的治疗功效以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使得患者能够对

用药进行系统的了解并帮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在进行静脉

穿刺之前，需要对患者的用药禁忌和药物过敏情况进行详细

的询问和系统的了解。医护人员针对血管条件比较差的患者，

需要进行适当的穿刺局部的按摩，然后再进行穿刺，减少患

者的疼痛。对血管条件非常差的患者，要在正式输液前的半

小时进行热敷，帮助患者暴露血管，要求病人在输液期间及

时报告输液管滑落以及穿刺点红肿等不良反应现象，使得护

理人员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保证治疗效果和治

疗质量。[2]

其次，护理人员需要密切关注病人的心里变化情况以及

身体状况，给予病人足够的关怀，耐心倾听病人的倾诉，并

给予心理和精神上面的舒缓与安抚，帮助患者缓解负面消极

的情绪，使得患者能够对自身的疾病以及人性化护理工作有

着全面的了解，从而可以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活动。

另外，医院还需要为患者提供静脉输液治疗的规范化管理，

通过相关护理管理制度的有效完善，保证输液流程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尽可能的减少输液安全隐患，保证患者的身体健康。

作为护理人员的核心技能，静脉输液水平以及效率直接关系

着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因此，必须要加强对护理人员输液

能力的培养，同时还需要辅助加强护理人员社交能力、服务

态度及操作技术等相关能力的评估以及培训，提高护理人员

的整体素养和服务意识，保证静脉穿刺操作的规范化和高效

化。[3]

2.3 临床判断指标

向患者发放护理满意度的调查问卷，使患者能够对静脉

穿刺治疗过程中的护理工作进行合理的评价，并对护理满意

度数据进行计算。

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A 组患者治疗满意人数为 82 人，护理满意度为 82%，B

组患者治疗满意人数为 97 人，护理满意度 97%。B 组患者的

治疗满意度要明显优于 A 组患者，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4 讨论

静脉输液通常指的是利用液体静压以及大气压的相关原

理在无菌状态将对应的电解质液体及其他药物通过静脉的方

式输送到患者的体内。静脉输液的药物传递模式，能够任意

的调节药物浓度并使药物可以维持在相对恒定的水平，及时

补充人体丢失的液体及血液。静脉滴注方法可以将具有刺激

性的药物通过皮下静脉注射或者肌肉注射的形式的注入到人

体内，充分发挥药物的作用，减少药物的不良影响。静脉输

液治疗作为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操作水平以及护理

质量直接关系着人们对护理质量的认可。同时，从相关案例

研究发现，由于静脉输液注射问题所造成的医患矛盾事故仍

然时有发生，因此，需要不断加强静脉输液人员的专业素养

和护理水平，采取人性化的护理策略以及护理理念，要能够

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患者的需求，给予患者足够

的关怀和关注，从而使得患者能够认可护理行为，提高患者

的满意度。[4]

人性化的护理是主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的护理行

为和护理活动，是更加具有创造性和整体性的现代化的护理

模式。人性化的护理理念与传统常规的护理不同，要将病人

作为护理的核心，为病人提供全方位的身心方面的服务，充

分尊重患者个人的隐私以及尊严，能够全面提升护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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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度，促进患者病情的康复。人性化的护理模式在静脉输

液治疗过程中的有效应用不仅能够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

务，而且还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健康状态，帮助患

者养成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以及生活习惯。人性化的护理模

式对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技能的要求，需要护理人员

不仅具备专业的护理技能，而且还要求护理人员具备一定的

心理知识，具有扎实的专业素质，能够换位思考，多站到患

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为患者提供优质可靠的护理服务，消

除不良的护理心理，全面提升临床治疗效果以及临床治疗水

平。[5]

随着现代护理模式的不断变化，护理人员逐渐从原有的

被动服务模式转变成主动服务模式，从传统的以打针、吃药、

输液为主的基本护理转变为融合心理护理、临床护理及认知

护理于一体的现代化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患者的医疗需求也不断提升，更加

注重自身服务需求的满足情况，希望能够在获得有效护理治

疗的同时，享受舒适的人性化的服务。[6] 患者的个性特征、生

活环境、年龄、性别、所患疾病以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决定

了患者对所需的服务需求也都不一致，在静脉输液治疗过程

中，应用人性化的护理模式更加契合当前时代患者对护理的

需求，能够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认可，满足人们越来越丰

富的个性化的以及多样化的护理要求，做好人性化的细节陪

护。护理人员需要转变传统的服务理念，坚持以人的需求为主，

将个性化的护理模式以及整体的常规护理模式有效结合起来，

加强与患者以及家属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能够细致精心地进

行护理工作及治疗工作。对于有特殊需求的人群要做好个性

化的护理服务，在输液操作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充满温情和

爱心，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技能、沟通技能以及语言技能，

为患者提供优质可靠的服务。人性化的护理工作的核心在于

患者人格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的充分尊重，同时，在静脉输液

治疗过程中，还需要尊重患者的隐私权，不能使患者感到尴

尬和窘迫，尊重患者的选择权，使得护理措施能够进一步的

个性化和细致化。护理人员需要认真对待患者的投诉，并第

一时间处理解决患者的问题，并进行自我的检查和及时的整

改。加强对患者问题的研究，护理人员要时时做反省合理地

看待患者的投诉、表扬、意见、抱怨以及赞美等，并将之作

为后续工作的重要参考不断为患者提供个性化人性化以及专

业可靠的服务，提高患者对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应用人性化的护理服务模式的 B 组

对于接受输液治疗的 A 组患者来说，护理的满意度要明显优

于仅采取常规护理的 A 组患者，而且两组数据差异就显着性。

由此可见，人性化的护理模式更能够得到患者的认可，缓解

医患矛盾，同时人性化的护理模式也能够降低不良事件的发

生概率，提高护理质量以及治疗水平。

5 结语

综上所述，人性化的护理模式作为当前重要的护理手段

以及护理理念，在医院静脉输液治疗过程中的有效应用能够

全面提升患者的满意度，保证治疗效果以及治疗水平，减少

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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