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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朗正压接头对静脉留置针输液效果的影响

丘!燕

作者单位! ("##)&!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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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使用贝朗正压接头对静脉留置针输液效果的影响& 方法!将应用静脉留置针输液
的患者 ))# 例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采用贝朗正压接头%对照组不用%观察两组输液效果& 结果!使用贝朗正
压接头的实验组与不使用的对照组比较%试验组发生回血率’堵管率低"=i#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论!使用贝朗正压接头的静脉留置针发生回血率和堵管率明显降低%贝朗正压接头是一种值得推广应用的
新产品&
!!"关键词#!贝朗正压接头$!静脉留置针$!输液效果$!影响
!!"中图分类号#!H’()!"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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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留置针的临床应用%减少了病人反复穿刺的痛苦%
保护了血管%减轻了药物刺激%便于临床用药和紧急抢救&
但在使用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留置针被堵塞’
需要反复冲管’封管’挤压等%既增加护理工作量%又达不到
最佳临床效果%同时还增加护理人员意外针刺伤的概率& 为
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所在的监护室于 )##*-&) 开始使用贝朗
正压接头接留置针行无针密闭输液操作%弥补了仅用留置针
的诸多缺点%受到了护理人员和患者的欢迎%现介绍如下&

>3资料和方法

>?>3一般资料3所有病例来自 )##*-&) d)##$-&) 在我科监
护室住院的患者%外周静脉穿刺留置针 ))# 例%男 &)% 例%女
D’ 例$年龄"%"B( C&)B*#岁%所选患者均无凝血功能异常&
随机分为实验组’对照组%两组各 &&# 例&
>?@3方法3两组患者均由同一组"% 名#经培训后的护士进
行外周静脉穿刺及留置针的护理%均一次穿刺成功%两组静
脉留置针均采用新乡市驼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l式
规格为 )) d)( ..’#B$ d)( ..的一次性使用动静脉留置
针%" X透明敷料贴& 正压接头为德国贝朗公司生产的正压

接头& 实验组穿刺成功后接正压接头"阳性端与穿刺成功的
留置针紧密相连%阴性端连接输液器#后进行输液& 对照组
留置针穿刺成功后输液器的头皮针直接插入留置针的肝素

帽进行输液& 实验组每次输液结束后分离正压接头与输液
器%用 ( .1#B$G氯化钠注射液封管%留置针不夹管%封管后
至再次输液期间不做额外护理& 对照组无输液期间每隔 * 3
用 ( .1#B$G氯化钠注射液冲管%并夹管$输液完毕%用 ( .1
#B$G氯化钠注射液封管%留置针夹管& 两组均为脉冲式封
管& 观察两组留置针导管回血’堵塞’护理人员意外针刺伤’
留置时间’静脉炎发生等情况&
>?A3统计学方法3应用 RYRR&&B#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
量资料以均数C标准差""?C9#表示%组间比较应用1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 检验%=i#B#(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实验组患者留置针回血率及堵塞率比对照组明显减少%
无护理人员扎伤和留置时间显著延长等情况%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i#B#&#&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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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组输液效果比较%*!G"&

组!别 例数 回血率 堵塞率 针刺伤率 留置时间 静脉炎

实验组 &&# ("’B(# ’""B%# #"#B## *BD C)B’ ("’B(#
对照组 &&# ’#""%B’# "(""&B*# ’""B%# "B( C#BD )("))BD#
!)V1 + "’B)) )$B$( ’B#D )&B*) &(B’’
= + #B### #B### #B#’’ #B### #B###

A3讨论

!!本组实验结果表明%使用贝朗正压接头的静脉留置针输
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主要优点是!"&#减少回血%避免管
腔堵塞和延长留置时间!肝素帽留置针封管后用小夹子夹
闭%使管腔内失去液体静压作用%血管内压力大于延长管内
压%从而使回血率提高%相应堵管率提高%留置时间缩短)&* &
而无针密闭正压接头在输液器橡胶乳头与正压接头分离时

产生瞬间正压%自动把液体继续向前推%使留置针管腔内压
力大于外周静脉压%从而防止血液回流%避免了管腔堵塞%延
长了留置时间& 在本研究中%实验组仅有 ( 例回血%’ 例堵
管& 而对照组则多达 ’# 例回血%"( 例堵管& ")#减少护士
意外针刺伤的危险!意外针刺伤是导致护理人员血源性传播
疾病最主要的职业因素& 使用无针密闭正压接头操作时无
需接触锐器%避免护理人员的意外受伤%完全可以预防针刺

伤%减少护士在操作中被血液污染的危险& 而且操作简单%
无需再定时封管%每日只需用络合碘消毒接头%连接输液器
即可%大大减少护士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观察到
实验组无人被扎伤%而对照组则多达 ’ 例%增加护理人员的
心理负担& ""#减少局部静脉炎发生!使用密闭的无针输液
系统可避免针头反复穿刺肝素帽%避免肝素帽胶体小微粒进
入空管造成热源反应%还可减少患者在连接肝素帽插入头皮
针等操作中意外感染的概率%从而大大降低静脉炎的发生&
在本研究中%实验组仅有 ( 例静脉炎%而对照组高达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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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水枕在预防及治疗足部压疮中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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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自制水枕预防和治疗足部压疮的效果& 方法!对 ’* 例高危的足部压疮患者分为
两组%分别使用自制水枕和一次性橡胶手套制作的简易减压水囊预防及治疗足部压疮%并对二组效果进行比
较& 结果!自制水枕与简易减压水囊两种方法对足部(期’&期压疮达到治愈天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B#(#& 结论!自制水枕与一次性橡胶手套制作成单个或多个简易减压水囊在预防及治疗足部压疮创面
的减压和保护作用效果相同&
!!"关键词#!自制水枕$!简易减压水囊$!足部压疮$!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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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即压力性溃疡%是身体局部组织长期受压%血液循

环障碍%组织营养缺乏%致使失去正常功能而引起的组织破

损和坏死)&* & 我们借鉴了郭米嘉))* ’潘静华)"*等介绍应用一

次性橡胶手套制作预防压疮水囊和黄漫容)’*等介绍简易减

压水囊改良方法的基础上%从 )##$ 年开始自制一种 "# <.E

&( <.E( <.的水枕)(* %应用于压疮及压疮高危患者的足部

压疮预防及压疮护理%并与上二种方法进行比较%现介绍如

下&

>3资料与方法

>?>3一般资料3对 ’* 例入院前足跟’内外踝有(期’&期

压疮患者%统一使用\O/@A4 R</1A压疮危险因素评估表进行

评估%评估结果%&) 分%由压疮小组确认为压疮高危的患者%

+D’)&+!!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