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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输液过程中，尤其

是冬春季节，输液器莫非氏滴管下

软管内，常缓慢有微小气泡产生，并

以此引发护患纠纷。有报道，输液液

体的温度过低，与病房的温度差太

大是气泡产生的主要原因[ 1 - 3 ]。输入

低温的药液除易产生气泡外，还会

使患者产生手臂冰凉、发麻、疼痛，

周身寒冷等症状。输低温药液不好，

但究竟输入液体温度是多少最适宜

呢？我们做了以下调查。

1 临床资料

1.1 对象

选择2005 年12 月至2006 年3 月

在某基层医院住院输液的患者310名

作为第一组，在我院住院输液的患

者618名，按住院日期的前后分为第

二组和第三组。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表格，在病室温

度22～26℃的情况下，对3组患者，按

输液常规，分别将存放在10～15℃(基

层医院药房内)、16～20℃(我院药房

内)、21～25℃(我院病房治疗室内)的

液体输入患者体内。统一用某一厂生

产的输液器，输液的液体也均为某制

药厂生产的5% 葡萄糖液和生理盐水，

并且不加入易产生气泡的中成药，输

入时密切观察每位患者的状况，并认

真作好记录。

2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3 组输液患者中，

液体温度在2 1～2 5℃，与病室温度

相近时，患者手臂麻、凉、痛、周身

寒冷反应的比例最少，气泡产生的

最少，输液效果最好，患者不适的感

觉也最短。

3 讨论

现基层医院用于患者的液体大

多数是直接从药房中提取的，其液

体的温度在冬春季节常在15℃以下，

其低温液体在给患者输液过程中，

常有以下不良反应，现加以分析。

（1）较低温度的液体在静脉输液

过程中易产生气体，其主要原因是

冬春季基层医院药房存放的大液体

（5% 的葡萄糖，生理盐水等）的环境

温度过低，一般在10～15℃之间，现

在各医院病室的温度常在2 1～2 6℃

之间，当大液体转到有暖气或空调

的病房输液时，输液是一个不断升

温的过程，在这个升温的过程中，药

液始终处于气体过饱和和溶液状态，

从15℃升至20℃时，每500ml所输液

体中，空气溶解量将相差1ml 之多[1]。

虽然在输液过程中多数产生的中、

小气泡在输液器莫非氏滴管上部已

被释放在空间中，但在其下部含有

微小气泡的水流经细长的下部软管

时，会一直不断缓慢释放并合并生

成微小气泡来。

微量气泡对人体的影响：少量的

微气泡＜0.02ml(kg.min)进入人体

后，可以测出，但不会引起生理紊

乱，微量气泡连续进入的致死量为

2ml(kg.min)[2]。目前临床医学文献检

索中还未看到有输液气泡对人体影响

的资料。静脉中如输入了微量气泡，可

随静脉血流进入右心，进入肺的动脉

血管，最终到达肺毛细血管床，一部

分由于气泡中分压大于肺泡内压，可

逐步经肺泡扩散呼出而消去[ 3 ]。故我们

认为输液下段软管内的微量气泡进入

人体不会对人体产生太大的不良影响。

（2）输入低温液体对患者舒适度

的影响：输入低温液体还会使患者

产生手臂冰凉、发麻、发痛，周身有

发冷寒战的感觉。其原因是：较低的

液体输入静脉，尤其是大量低温液体

在短时间内进入机体，增加了患者体

内热能的消耗，易导致机体应激能力

降低，机体不能适应这种突然的冷刺

激，继而出现血管收缩，肢体畏寒，全

身颤抖等临床症状。上述症状从表面

上看和输入不洁物质或含致热源的输

液反应相似，但有一区别就是无骤然

高热现象。它的本质原因是患者机体

一时难以适应快速输入低温液体的冷

刺激所致[ 4 ]。用低温液体配药也会使

药物的溶解不好，容易在药液中产生

微小晶粒或沉淀，造成药液过滤器堵

塞，甚至引发静脉炎。

4 结论

输低温液体，虽然不会给患者造

成大的伤害，但会给患者造成一定

的恐慌和不安，易导致护患纠纷，给

医院的声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也会给护理人员造成一定的心理压

力。建议：在输液前采取相应的措

施，特别是冬春季节，应尽量做到提

高药液的温度，如治疗室提前进药

液，输液前药液的温度不低于病房

的室温，适宜的药液温度是输液安

全的基本保证。

参考文献

不同温度液体输入对输液效果的影响
◆张佩超 赵晓宇 黄玉华 韩金玲 姜雪莲 白国欣 孔令俊

作 者 单 位：沧州市中心医院，061001 河北省

作 者 简 介：张佩超，大专，副主任护师，护理部副主任

韩科萍.输液过程中气泡现象的调查分析及对

策.天津护理,2002,1(10):31-33

余静芬,陈海莲.静脉输液一次排气成功率的

影响因素.护理学杂志,2001,16(2):72-73

丁妍.输液速度与液体温度对输液效果的影

响.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2004,6(1):102

李文硕.液体治疗学.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1996.425

[收稿日期:2006-09-21]

(编辑: 崔怀志)

1

2

3

4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实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