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疗安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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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钢针头皮针 3例留置针输液 2例HIV阳性



护理工作每天接触的工具



针刺伤的流行病学特征

•据统计数据显示，护理人员在过去1 年内针刺伤发生率达60%-70%，居高不
下[1,2]。目前，针刺伤已成为护理人员所关注的重大安全问题[3]。

•可引起血源性疾病的传播，威胁着医务人员生命健康和职业安全[4]，给
暴露者带来极大的精神心理压力[5]，也给医疗卫生机构和暴露者带来沉重
的经济负担[6]

•护理人员针刺伤及由针刺伤所致的血源性传播疾病的发生率均高于其他医
务工作者，是针刺伤高危人群[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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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安全意识培训

进行安全工作流程培训、
血源性传播疾病知识培训

安全文化

营造安全文化氛围

管 理

建立制度

提供合理装置

环 境

保证操作

环境安全

避其“锋”险



钢针零容忍

国家卫健委已经以行业标准的形式发布《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提出“钢针零容忍”的概念。并于2014年5月1日正式实施。

明确钢针零容忍

才能真正全面提高护理安全！



钢针反复穿刺，摩擦血管内壁，

会对血管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不适宜用于腐蚀性药物等持续性静

脉输注；不宜用于非短期静脉治疗

陷
液体渗漏，静脉炎

穿刺失败率高，增加工作量，

患者疼痛，满意度降低。

可能引起针刺伤

缺

钢针治疗

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





“针”英雄在行动

安全性留置针的试点、使用

完善流程、制作量表，横断面调查

一、制定目标



“针”英雄在行动

建议使用无针输液接头，安全型采血针、带有尖峰保护器等安全装置的静脉输液器及有自动回缩功能的注射器等[9，10]。

二、自制无针静脉输液系统



自制无针静脉输液系统

选择安全性留置针注射 退针入保护器

连接输液器 封 管

选择安全性留置针注射选择安全性留置针注射 退针入保护器选择安全性留置针注射 退针入保护器选择安全性留置针注射 退针入保护器选择安全性留置针注射 退针入保护器选择安全性留置针注射

连接输液器

退针入保护器选择安全性留置针注射

封 管连接输液器

更换正压接头退针入保护器选择安全性留置针注射



“针”英雄在行动

单病种使用
适用于血液传染性疾病的患者（HIV、乙肝、梅毒等）、危重症患者

特定药物使用
血管活性药物、使用高腐蚀、高浓度药物须使用留置针。

特定人群使用
意识不清、烦躁不配合的患者使用安全留置针。

三、完善制度



“针”英雄在行动

四、怎么推广

在某病区试行全覆盖的“无针静脉输液系统”。

逐步推广到全院。

成功引进带正压接头的安全性留置针。



“针”见成效

 减少静脉治疗繁琐性、降低风险。减轻患者疼痛、血管通路并发症、降低针刺伤概率。

 规范“钢针零容忍”从护患双方安全角度都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让患者与护士有实际性的满意度。

 长远角度能够促进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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