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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封管方式与静脉炎关系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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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封管方式对留置针所致静脉炎发生几率的影响。方法 　采用自身对照法 ,分为常规组和改良组 ,

比较经留置针对家犬输入刺激性药物后 2 种封管方式与静脉炎性病理改变的关系。结果 　改良封管法致静脉炎

性反应率大大低于常规封管法 ,2 组差异有极显著性 ( P < 0. 001) 。结论 　输入高渗液或刺激性药物后先静滴生理

盐水 20 ml ,再用肝素盐水封管 ,可显著降低静脉炎的发生几率 ,延长套管针留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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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ealing methods of retaining needle at vein on the incidence of phlebitis.

Method 　Auto - control method was applied. The experimental dogs were divided into regular group and modified group

(with modified sealing method) .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being injected irritating medicine respectively

through 2 needles sealed differently and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veins were studied. Result 　The modified group

showed great lower incidence ,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P > 0. 001) . Conclusion : Af2
ter injection of hyperosmotic solution or irritating medicine , and then 20 ml normal saline by intravenous drip , and finally

the injection of heparin saline , the incidence of phlebitis could be reduced greatly , and the retaining time of needles could

be prolo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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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 ,套管针留置期间静脉炎

的发生率在 3 %左右[1 ] ,导致静脉炎的原因较多 ,但

引起炎症反应最主要的因素是物理因子和化学因

子[2 ] 。尽管有报道认为 ,静脉炎的发生与输入药物

种类无关[3 ] ,但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 ,输入高渗

液或刺激性药物对血管壁的化学刺激是诱发静脉炎

的重要原因。依据循证医学的指导思想 ,将护理实

践基于科学研究基础上 ,增加护理干预的有效性。

本实验研究了家犬输入刺激性药物后静脉炎性病理

改变 ,比较了 2 种封管方式与静脉炎的关系 ,现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1 　一般资料。( 1) 实验动物。健康成年家犬

20 只 ,雌雄不拘 ,体重 15～20 kg ,来自厦门大学医

学院动物室。(2) 套管针采用美国 BD 公司生产的

IN TIMA - Ⅱ型静脉留置针 ,敷料采用 3M 公司生

产的 6 cm ×7 cm 透明敷贴。(3)注射药物。10 %葡

萄糖注射液 ,10 %氯化钾注射剂。封管药物 :肝素盐

水 (25 U/ ml) ,生理盐水。

112 　方法。采用自身对照法 ,分为常规封管组和改

良封管组 ,于双侧大隐静脉置套管针 ,静滴 10 %葡

萄糖溶液 100 ml 与 10 %氯化钾 3 ml 混合液 ,滴速

60 ml/ h ,连续 3 d ,每天输液结束后一侧肢体用肝素

盐水 2. 5 ml 直接封管 (常规封管法) ,对侧肢体则先

滴注生理盐水 20 ml (滴速 180 ml/ h) ,再用肝素盐

水 2. 5 ml 封管 (改良封管法) ,双侧封管均采用规范

的正压封管法。3 d 后活体取留置针尖前端血管及

周围组织 1. 0 cm ×1. 0 cm ×0. 5 cm (动物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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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处死) ,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 ,石蜡包埋 ,切片 ,

常规 HE 染色 ,光镜下观察炎性改变。

113 　评定标准。光镜下根据炎性反应程度分为 4

个等级 ( HE ×200) 。( - ) :无炎症反应 ,仅见血管周

围结缔组织充血水肿。( + ) :轻度炎症 ,血管周围结

缔组织见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 ,血管壁及血管腔未

见炎症细胞。( + + ) :中度炎症 ,血管周围结缔组织

及血管壁各层有淋巴细胞、浆细胞及少许中性粒细

胞浸润。( + + + ) :重度炎症 ,血管周围结缔组织、

血管壁各层及血管腔可见弥漫性淋巴细胞、中性粒

细胞浸润 ,血管腔内可见较多的渗出物及坏死的细

胞碎片。

114 　统计方法。统计分析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211 　除 1 只家犬因意外死亡 ,2 只家犬将一侧肢体

(改良封管侧)留置针拔出排除实验外 ,其余均输液

通畅 ,无堵管现象 ,19 只家犬共取 36 个活体样本进

行病理检验。

212 　输入刺激性药物后 ,2 种封管方式所致血管炎

性反应比较见表 1。秩和检验结果 ,2 组差异有极显

著性 ( P < 0. 001) 。
表 1 　2 种封管方式致血管炎性反应病理结果比较

炎性反应

病理结果
常规组 改良组 合计

秩号

范围

平均

秩号

例数较少

组的秩和

- 10 10 1～10 5. 5 55

+ 9 4 13 11～23 17. 0 68

+ + 6 3 9 24～32 28. 0 84

+ + + 4 4 33～36 34. 5

　　U = 3. 406 　P < 0. 001

3 　讨论

311 　随着静脉留置针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由此导

致的静脉炎也受到普遍关注。有关专家指出 ,引起

静脉炎的因素有 :针头的直径、长度、输液速度、输液

时间、药物的性质及量、个体差异等[1 ] 。本实验研

究中实验动物采用家犬 ,是因为相比较鼠、兔等实验

动物而言 ,家犬不论在血管的直径还是在血管的组

织结构方面均与人类近似 ,实验结果对临床护理实

践有指导作用 ,且由于是采用动物自身双侧肢体同

部位静脉对比 ,上述诸因素均得以控制 ,更具有可比

性和客观性。从病检原始资料可以看出 ,常规封管

组的炎症发生率及程度明显高于改良封管组。

312 　近年来 ,护理专业文献上多见关于不同封管液

对封管效果及封管时间的影响相关研究[4～7 ] ,但对

输入刺激性药物后封管方式与静脉炎的关系未进行

深入探讨。护理教科书及专业书籍也未规范有关输

入刺激性药物后封管方法 ,只是提到输液结束后用

稀释肝素液 2～5 ml 或生理盐水 5～10 ml (8 h 冲管

1 次)封管[1 ] 。且因几年前有学者报道 ,单纯用生理

盐水 10 ml 封管 ,堵管率为 47 %[8 ] ,故在临床护理工

作中 ,封管方式大多是无论输入何种药液 ,均采用稀

释肝素盐水 2～5 ml 封管。

313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 ,肿瘤病人化疗药物

的使用 , TPN 在重病人中的广泛应用 ,大手术后病

人的营养支持等 ,都使高渗液及刺激性药物更多地

应用于病人 ,如氨基酸、50 %葡萄糖、脂肪乳剂、能量

合剂等。当输入高渗液体时 ,血浆渗透压升高 ,致使

组织渗透压随之升高 ,血管内皮细胞脱水 ,进而局部

血小板聚集 ,并释放前列腺素 E1 和 E2 ,静脉壁通透

性增加 ,白细胞浸润并产生炎症改变[9 ] 。传统的封

管方式不能达到稀释药液 ,减少对血管刺激的目的 ,

导致刺激性药物滞留于血管局部时间延长 ,引起血

管及周围组织炎症反应。

314 　本实验研究结果提示 :输入高渗液或刺激性药

物后应静滴生理盐水 20 ml 左右 ,再行肝素盐水 2～

5 ml 封管。在临床护理工作中 ,若输注多组液体 ,

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 ,建议将高渗或刺激性液体输

注顺序提前。在液体疗法倍受重视和留置针广泛使

用的今天 ,此方法对降低静脉炎的发生率 ,延长套管

针留置时间 ,减轻病人痛苦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建

议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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