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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皮静脉穿刺在儿科中的应用及护理
郜莉芳

晋城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 晋城 048000

【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儿科中头皮静脉穿刺应用效果以及护理干预措施。方法：选取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在本院儿

科收治的 112 例头皮静脉穿刺患儿分组比较，其中 56 例患儿常规头皮静脉穿刺护理（常规组），另 56 例改良头皮静脉穿刺护理（研

究组）。结果：研究组穿刺依从性、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更高，与常规组差异显著（P ＜ 0.05）；研究组主观疼痛评分、客观疼痛评分

均低于常规组（P ＜ 0.05）；研究组不良事件少于常规组（P ＜ 0.05）。结论：改良头皮静脉穿刺护理能够进一步提高患儿依从性以

及依从性穿刺成率，减轻患儿疼痛不适，减少不良事件，保证患者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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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nursing of scalp venipuncture in pediatrics
GAO  Li-fang

Jinche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Shanxi Jincheng 048000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scalp venipuncture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pediatrics.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 112 children with scalp venipuncture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Results: the puncture compliance 
and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punctu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P ＜ 0.05); the subjective pain score and 
objective pain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P ＜ 0.05); the adverse ev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improved scalp vein puncture nursing can further improve children's compliance and 
compliance puncture rate, reduce children's pain and discomfort, reduce adverse event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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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皮静脉穿刺技术在现代临床儿科中比较多见，同时也是

临床给药的主要途径之一，不仅方便家长照顾，而且还方便患

儿自由活动 [1]。临床实践认为头皮静脉穿刺效果将会直接影响

到患儿诊疗结局，及时辅以高效的护理措施可提高患儿穿刺依

从性，进而获得满意的头皮静脉穿刺效果，以免引起护患纠纷、

冲突 [2]。鉴于此，本研究特此尝试了改良头皮静脉穿刺护理，以

供临床参考。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课题观察对象112例头皮静脉穿刺患儿均于2019年12月－

2020 年 12 月纳入。入组标准：具有头皮静脉穿刺适应证；发育

正常，无精神疾病；入组前 3d 未用镇静镇痛药。排除标准：大

哭大闹而不能配合头皮静脉穿刺；神经系统疾病；易过敏体质。

按照随机对照原则要求，结合数字随机表法，将观察主体划分成

对照的两个小组，分别命名为常规组、研究组，各 56 例。研究

组男性 29 例，女性 27 例，年龄 3~16 个月，均龄（8.2±0.9）个

月；17 例肺炎、15 例支气管炎、14 例呼吸道感染、10 例其他。

常规组男性 28 例，女性 28 例，年龄 5~17 个月，均龄（8.6±0.7）
个月；19 例肺炎、14 例支气管炎、16 例呼吸道感染、7 例其他。

各组基础资料经临床统计学检验，P ＞ 0.05。本研究与《世界医

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相符 [3]。

1.2 方法

1.2.1 给予常规组 56 例患儿常规头皮静脉穿刺护理 将患

儿放在操作台上，指导家属妥善固定好患儿手脚，医护人员选取

头皮静脉，明确穿刺位置之后，将局部毛发剃除干净 [4]，局部严

格消毒，医护人员使用一次性输液针，从上至下进行穿刺，快速

刺入皮下血管中，然后合理调节补液速率，告知家属相关注意要

点 [5]。

1.2.2 给予研究组 56 例患儿改良头皮静脉穿刺护理 穿刺

头皮静脉之前，给予奶嘴吸吮，或者是将 5% 葡萄糖倒入奶瓶中，

让患儿吸吮，从而形成吸吮反射刺激，以便于护理人员顺利完成

头皮静脉穿刺操作。家属坐位，指导其怀抱患儿，使家属与患儿

形成紧密拥抱姿势，然后将患儿下肢妥善固定于家属两侧腰间，

医护人员并拢双腿并坐在家属对面，使患儿保持平卧位，并卧在

家属与医护人员双腿面，家属妥善稳固患儿上肢、头部，与此同

时，医护人员一边不断给予安慰、鼓励，必要时播放动画片或音

乐来转移其注意力；一边充分准备，右手反复推压皮肤，与静脉

方向垂直且从左到右进行推压，一直到局部血管充盈，医护人员

右手食指、拇指把握住一次性输液针柄，经血管侧方或后方穿刺

进入皮下血管，回血之后，将针头缓慢推入，然后粘贴无菌胶布，

妥善固定头皮针 [6-7]。

1.3 观察指标

1.3.1 记录一次性穿刺成功率的病例数，同时评估患儿依从

性，即：穿刺静脉期间积极主动配合，十分安静，视为完全依从；

穿刺静脉期间偶有哭闹，但是能够配合，视为部分依从；穿刺静

脉期间挣扎、哭闹不止，不能配合，视为不依从。

1.3.2 主观疼痛评估依据为 Wong-Baker 笑脸量表，客观疼

痛评估依据为 FLSACC 量表，二者满分 10 分，分值越高越疼痛。

1.3.3 观察患儿有无不良事件，比如皮疹、局部红肿、护患

冲突 [8]。

1.4 数据统计处理

将本课题研究获得的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导入 SPSS 22.0 统

计学软件中并进行数据检验处理，计量资料与计数资料分别以

(x±s) 及 % 表示，组间比较分别采用 t 及 x2 检验 [9]，组间差异经

P 值进行判定，检验水准 α 设置为 0.05，统计学意义判定标准

以 P ＜ 0.05 为主。

2  结果

2.1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穿刺依从性，依从性穿刺成功率 
见表 1。

2.2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穿刺疼痛评估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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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不良事件，见表 3。

表 1  研究组与常规组穿刺依从性、依从性穿刺成功率

小组 病例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一次性穿刺成功率

研究组 56 32 22 2 54（96.43%） 53（94.64%）

常规组 56 28 17 11 47（83.93%） 45（80.36%）

x2 － － － － 6.382 7.454
P － － － － ＜ 0.05 ＜ 0.05

表 2  研究组与常规组穿刺疼痛评估结果对比 [(x±s)，分 ]

小组 病例数 主观疼痛 客观疼痛

研究组 56 5.2±1.6 4.3±0.9
常规组 56 8.2±1.7 6.3±0.7

t － 14.123 5.166
P － ＜ 0.05 ＜ 0.05

表 3  研究组与常规组不良事件对比

小组 病例 皮疹 皮肤红肿 护患冲突 总发生率

研究组 56 1 1 0 2（3.57%）

常规组 56 2 3 3 8（14.29%）

x2 － － － － 7.680
P － － － － ＜ 0.05

3  讨论

静脉输液顺利与否，直接取决于头皮静脉穿刺成功率，这不
仅关乎小儿安危，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属支持 [10]。这就需要护理操
作者业务技能娴熟，沉着冷静应对，及时采取措施稳定患儿及其
家属心理情绪，高效、快速穿刺，确保静脉输液工作顺利实施。

本研究对照观察，发现研究组穿刺依从性 96.43%、一次性
穿刺成功率 94.64% 高于常规组 83.93%、80.36%（P ＜ 0.05），
间接反映改良头皮静脉穿刺护理具有较高的成功率。同时，研究
组主观疼痛评分、客观疼痛评分更低，且不良事件 3.57% 少于常
规组 14.29%（P ＜ 0.05）。直接反映出改良头皮静脉穿刺护理效
果十分理想、安全可行。小儿头皮静脉浅表易见，选择穿刺静脉时，
应当要求弹性好、血管充盈、静脉粗直且不滑动，比如耳后静脉、
额前正中静脉 [11-12]。对于静脉显露不清或皮肤黝黑的小儿，医护
人员可通过拇指给予局部推压，重复多次，一直到局部血管充盈
时再快速刺入，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静脉充分显露，而且还有
助于医护人员快、准、稳定地进行静脉穿刺。穿刺过程中，指导
家属正确配合，妥善固定患儿下肢、上肢、头部，让患儿在家属
保护下接受静脉穿刺，不仅可以稳定其心理情绪，而且还可以增
强患儿安全感，同时利用动画片或音乐转移其注意力，有助于穿
刺操作顺利实施。除此之外，静脉输液治疗小儿过程中，需严格

控制输注速率，警惕补液管道是否通畅、针头是否滑脱、局部皮
肤反应等等，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保证患儿治疗安全。

总而言之，改良头皮静脉穿刺护理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值得临床将之广泛用于儿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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