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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对血管物理刺激与静脉炎关系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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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留置针对血管

物理刺激与静脉炎的关系。方

法 :采用自身对照法 ,分别在家

犬颈外静脉、右前臂头静脉、左

前臂头静脉留置 20 G、22 G、

24 G套管针 ,并模拟输液 ,3 d

后取局部血管送病理检查 ,光

镜下观察血管及周围组织变

化。结果 :同型号静脉留置针

中 ,颈外静脉发生炎性反应程

度较轻 ( u = 9. 54 , P < 0. 001) ,

不同型号留置针在同血管中 ,

24 G 引起的炎性反应程度较

轻 ( u = 2. 39 , P < 0. 05) 。结

论 :留置针直径与血管直径比

例同静脉炎发生率有关。临床

护士使用静脉留置针时 ,在不

影响病人治疗情况下 ,尽量选

择最小型号留置针 ,以减少留

置针对血管的物理刺激 ,降低

静脉炎的发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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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hysical stimulation of ve2
nous indwelling trocar on vascular and phlebitis. Methods : self - control was adopted

and intravenous indwelling trocar of 20 G , 22 G ,and 24 G different size were used

and punctured in external carotid vein , right forearm cephalic vein , and left forearm

cephalic vein of domestic dogs. After 3 day’s imitating intravenous infusion , the local

vascular tissue was collected and sent for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changes

of vascular and peri - vascular tissues were observed under microscope. Results : if

the same type of t rocar was used , patients had mild inflammatory reaction as their

external carotid vein was chosen to puncture ( u = 9 . 54 , P < 0. 001) . Among differ2
ent types of t rocars , if one used 24 G trocar , patients had less inflammatory reac2
tion ( u = 2 . 39 , P < 0. 05) . Conclusion : the incidence of phlebitis is related to the

ratio of t rocar diameter and the punctured vascular diameter. Nurses should chose the

smaller sized trocar when they conducted venous puncture to reduce the physical

stimulation of t rocar on the punctured vascular. Doing this , one can decrease the in2
cidence of phlebiti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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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留置针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

期在我国普及以来 ,因其较传统的金属

头皮针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而受到临床护

士和病人的青睐 ,但同时导致的静脉炎

也引起了普遍关注。引起炎症反应最主

要的因素是物理因子和化学因子 [1 ] 。本

实验研究了静脉留置针对家犬血管的物

理刺激导致静脉炎性病理改变 ,比较了

不同型号留置针在不同血管使用中与静

脉炎的关系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取健康成年家犬 20 只 ,雌

雄不拘 ,体重 15 kg～20 kg ,购自厦门大

学医学院动物室。套管针采用美国 BD

公司生产的 IN TIMA —Ⅱ型静脉留置

针 ,型号 22 G 和 24 G , 长度均为 19

mm。敷料采用 3M 公司生产的 6 cm ×7

cm透明敷贴。注射药物为 5 %葡萄糖

注射液。封管药物采用肝素盐水 ( 25

U/ ml) 。监测血流仪为 EP —1000SPM

型超声血流仪。

1. 2 　方法 　采用自身对照法 ,先用多普

勒血流仪测量每只家犬颈外静脉和前臂

头静脉血流速度 ,然后于每只家犬颈外

静脉 (左右不限)和右前臂头静脉分别置

22 G留置针 ,左前臂头静脉置 24 G 留

置针 ,每日静脉输入 5 %葡萄糖注射液

各 50 ml ,滴速 60 ml/ h ,结束后用肝素盐

水 2. 5 ml 正压封管 ,3 d 后活体取留置

针尖前端血管及周围组织 1 cm ×1

cm ×0. 5 cm (动物外科手术后被处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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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炎性反应程度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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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采用秩和

检验。

　　1) 本课题为厦门市卫生局重点科研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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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1 　静脉留置针与血管炎性反应的关

系 　除一只家犬因意外死亡 ,部分家犬

将留置针扯出或因活动度大导致药液渗

漏排除实验外 ,19 只家犬共取 40 个活

体样本进行病理检验。同型号留置针在

不同内径血管中引起炎性反应比较 (见

表 1) ,经秩和检验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P < 0. 001) 。不同型号留置针在

相同内径血管中引起炎性反应比较 (见

表 2) ,经秩和检验 ,两组差异亦有统计

学意义 ( P < 0. 05) 。
表 1 　同型号留置针在不同内径血管中引起炎性病理改变的比较

炎性反应程度 颈外静脉 上肢头静脉 合计 秩号范围 平均秩号
　　　　　秩和　　　　　

颈外静脉 上肢头静脉

( - ) 7 2 9 1～9 5 35 10

( + ) 2 9 11 　 10～20 15 30 135 　

( + + ) 0 3 3 21～23 22 0 66

( + + + ) 0 1 1 24 12 0 12

　　注 : u = 9 . 54 , P < 0. 001。

表 2 　不同型号留置针在同内径血管中引起炎性病理改变的比较

炎性反应程度 22 G 24 G 合计 秩号范围 平均秩号
　　　　秩和　　　　

22 G 24 G

( - ) 2 12 　 14 1～14 7. 5 15. 0 90. 0

( + ) 9 3 12 15～26 20. 5 184. 5 61. 5

( + + ) 3 1 4 27～30 28. 5 85. 5 28. 5

( + + + ) 1 0 1 31 15. 5 15. 5 0. 0

　　注 : u = 2 . 39 , P < 0. 05。

2. 2 　不同型号静脉留置针与不同部位

血管血流速度比较 　经多普勒血流仪测

得不同部位血管血流速度和光镜下测量

不同血管的直径 ,见表 3。
表 3 　不同部位血管的直径、血流速度比较

血管部位
平均血流速度

cm/ s

平均直径

mm

颈外静脉　 3. 35 ±0. 75 3. 8 ±0. 9

前臂头静脉 1. 36 ±0. 56 1. 8 ±0. 5

t 值 5 . 96 6 . 47

P < 0. 001 < 0. 001

3 　讨论

关于静脉留置针对血管的物理刺激

而引起的静脉炎性反应 ,专业文献中相

关报道尚不多见 ,在探讨同型号静脉留

置针在不同内径血管中引起炎症反应

时 ,是通过局部体征结合病人主诉来判

断静脉炎性反应程度的 [2 ] 。另有专家在

探讨此问题时 ,诸如不同药物对血管的

化学刺激、输液时间、个体差异等影响因

素未排除[3 ,4 ] ,使结果可信度降低。本

实验研究中采用自身对照法 ,且模拟输

液采用相同质量等渗液匀速滴入 ,影响

因素均得以控制 ,具有可比性。

3. 1 　静脉留置针对血管的物理刺激与

血管的直径、血流量大小、留置针型号等

因素相关 　美国 BD 公司提供的不同型

号留置针的直径和液体流速见表 4。本

组中 ,颈外静脉血流速度是前臂头静脉

的 2. 5 倍 ,颈外静脉直径是前臂头静脉

的 2. 1 倍 ,是 22 G 留置针直径的 4. 2

倍 ;前臂头静脉直径是 22 G留置针的 2

倍 ,是 24 G 留置针的 2. 6 倍。由此可

见 ,颈外静脉由于其管腔粗大 ,血流丰

富 ,留置针在其内随血流漂浮于血管中 ,

对血管壁刺激性小 ;而在相对细小的前

臂头静脉 ,留置针对血管壁的物理刺激

易造成血管内皮损伤 ,通透性增加致组

织充血、水肿 ,加之血液流速较慢 ,易致

针尖部分血栓形成引起炎性反应。而在

内径和血流速度相同的血管内 ,直径较

小的留置针对血管壁的物理刺激也小 ,

因此引起的炎症反应也较轻。
表 4 　不同型号留置针的直径及液体流速

留置针型号
针头直径

mm

液体流速

ml/ min

20 G 1. 1 50

22 G 0. 9 33

24 G 0. 7 19

3. 2 　正确选择不同型号的静脉留置针

　由于专业文献和教科书上未规范选择

不同型号留置针的标准 ,在临床工作中 ,

护士仅凭经验和直觉选择留置针型号 ,

如小儿输液用 24 G ,成人输液多用 22

G ,输血和高渗液体则选用 20 G ,这实际

上是留置针使用中的一个误区。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 2 4 G留置针流速可达

1 140 ml/ h ,完全能满足一般病人输液

要求 ,而 22 G 留置针流速可达 1 980

ml/ h ,适用于血液和高渗液 (如 TPN) 的

输入 ,20 G留置针流速可达 3 000 ml/ h ,

能满足抢救大出血、休克等需快速补液

者。所以 ,临床护士在使用静脉留置针

时 ,需先评估病人输液总量、速度、液体

性质、静脉粗细 ,据此选择能满足输液要

求的最小型号的留置针 ,以减轻留置针

对血管的物理刺激 ,降低静脉炎的发生

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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