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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静脉留置针是由高分子生物材料制成的，作为头皮针的

换代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临床[1]。静脉炎是浅静脉留置针最常见

的并发症，其发病率约 15%～25%，主要症状以局部皮肤红

肿、热痛等为主，静脉留置针患者发生静脉炎的因素较复杂，

主要与留置针的留置时间、部位，护士的穿刺技术和输注液体

的刺激性密切相关[2]。如意金黄散组方出自明代著作《外科正

宗》，局部外敷具有消肿止痛、扩张血管及改善微循环等药理

效应，对预防浅静脉留置针所致的静脉炎具有一定作用 [3～4]。
本研究观察了如意金黄散外敷预防浅静脉留置针所致静脉炎的

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12 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经

外周浅静脉留置针进行静脉高营养输注的 88 例患者，按就诊

顺序单双数将其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44 例。干预组男 22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45.5±5.1)岁；穿刺部位：头皮 5 例，

手背 24 例，足背 10 例，其他 5 例。对照组男 24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44.8±4.9)岁；穿刺部位：头皮 7 例，手背 26
例，足背 8 例，其他 3 例。2 组性别构成、年龄分布和浅静脉

穿刺部位等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

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2 组患者均选择上肢肘正中静脉和头静脉作

为静脉穿刺部位，输液完毕后常规肝素盐水封管，2 组患者纳

入研究前局部皮肤均完整，均无皮疹、破损及静脉炎表现。
2 治疗方法

2 组患者均采用 BD 公司生产的 22G 浅静脉留置针行静脉

穿刺，局部穿刺部位皮肤消毒后，旋转松动静脉留置针外套

管，以 30°～45°穿刺，见回血后降低穿刺角沿血管前行 3～5
mm，使外套管尖端进入血管。
2.1 干预组 在穿刺针孔周围约 2 cm 予如意金黄散 15 g 外

敷于静脉穿刺向心端走向部位，并以纱布覆盖、胶布固定，保

持药物湿润，每天 1 次。如意金黄散药物组成：大黄、黄柏、
姜黄、白芷各 150 g，天南星、陈皮、苍术、厚朴、甘草、薄

荷各 60 g，天花粉 300 g，上药研成粉末过筛，用醋调成糊状

备用。
2.2 对照组 在穿刺针孔周围约 2 cm 予 50% 硫酸镁浸湿纱

布覆盖，外敷方法同干预组。
2 组均干预 5 天。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 2 组患者干预后静脉炎的发生情

况，并比较浅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根据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

会分类法[5]将静脉炎分为 3 级，其中 I 级：穿刺点局部皮肤有

少许红肿疼痛，浅静脉局部无明显条索状改变和硬结；II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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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点局部皮肤红肿、疼痛较明显，浅静脉局部有明显条索状

改变，但未触及硬结；III 级：穿刺点局部皮肤红肿、疼痛较

显著，浅静脉有明显条索状改变和触及硬结。
3.2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采

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
4 治疗结果

4.1 2 组干预后静脉炎发生率比较 见表 1。干预 5 天后，干

预组静脉炎发生率为 6.8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2.73%，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2 组干预后静脉炎发生率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4.2 2 组干预后浅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比较 见表 2。干预组

浅静脉留置针的留置时间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表 2 2 组干预后浅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比较 例

5 讨论

静脉留置针具有操作方便，套管较柔软、静脉内留置时间

久、轻微活动不易穿破血管和减少患者频繁静脉穿刺的痛苦等

优点，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静脉输液治疗中[6]。但静脉留置针作

为血管内的异物与外界相通，穿刺时对血管壁损伤以及留置在

血管内来回移动、反复摩擦血管壁，造成血管内皮的机械性损

伤，以及临床输注高浓度、强刺激性药物引起血管内皮系统的

进一步损伤，易发生静脉通透性增强，白细胞浸润炎症及血栓

形成，使局部静脉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且血管呈条索状改

变或硬结，发生静脉炎，不仅给患者造成很大的痛苦，同时影

响患者继续静脉输液治疗[7]。因此，留置静脉留置针时予以药

物干预减少或预防静脉炎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
中医学认为，静脉炎属于“疮疡”范畴，其病机为火毒炽

盛，阻塞经络，气滞血瘀，临床治疗当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

为主[8]。如意金黄散为中药复方制剂，方中大黄、黄柏、甘草

清热解毒；天花粉、薄荷、天南星、白芷、姜黄祛湿消肿、散

结止痛；姜黄配合苍术、厚朴、陈皮理气燥湿；甘草调和诸

药。全方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消肿镇痛之功效，切合静脉

炎的病机。现代药理学研究认为，如意金黄散能降低血管通透

性，改善局部微循环，解除局部血管痉挛，增加局部血流量；

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减轻血细胞聚集，激活吞噬细胞，限

制炎症范围扩大，改善营养代谢障碍，达到消炎、消肿和止痛

目的[9]。王艳等[10]研究发现，如意金黄散湿敷预防化疗药所致

静脉炎的疗效优于 50%硫酸镁湿敷，能够改善患者的不适症

状，显著延后静脉炎的发生，延长留置针的留置时间。本研究

结果显示，干预 5 天后，干预组浅静脉留置针静脉炎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浅静脉留置针的留置时间长于对照组。提示如意

金黄散外敷预防浅静脉留置针所致静脉炎的疗效优于 50% 硫

酸镁湿敷，可减少静脉炎的发生率，减轻静脉炎的严重程度，

改善静脉炎所出现的局部红肿、热痛症状，延长浅静脉留置针

的留置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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