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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正常情况下，输液的速度大
概应该是多少呢？

张向阳说： 都是根据病人的具体
情况，包括年龄、体形，还有具体的病
情，调整一个大概的速度。一般可能是
1分钟1到2毫升，20滴到40滴左右，
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节。 尤其
老年人，比如说心功能不好的时候，把
输液速度调得很快， 至少从这个入液
量来讲， 可能对心脏的负荷会造成很
大的负担，容易导致心衰。小孩也容易
出现这种情况。

既然调快输液速度会对身体造成危
害，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输液速度越慢越
好呢？

刘红升说：也不是越慢越好。因为针
对不同的疾病，应该因个体而异，因疾病
的不同而异。

张向阳说： 比如像失血性休克的病
人，血大量往外出，对于这种病人，可能
就要快速输液，因为需要快补血容量。这
时候有一些家属可能觉得输得太快了，
就往下慢拧，这也是不太合理的。

输液虽然是一个常见的治疗方
法，但其中却蕴含了很多医疗知识。普
通人在必须要输液的时候， 还是遵医
嘱的好。

■来源于重庆晨报 微信号 cqcb95

输液时千万别自调点滴速度
轻则心慌胸闷，重则威胁生命

冬天天气寒冷，昼夜温差大，是流感
的高发季， 相应需要输液的病人也多了
起来。在输液过程中，有不少病人会私自
调整点滴速度。记者发现，大家对于这个
事情似乎都不太重视， 调不调快速度全
在于时间紧不紧。

不过，在网上却有说法说，自行调快
点滴速度会危害健康。那么，事实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呢？ 自行调快输液速度真的
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吗？ “能吃药不打针， 能打针不输

液”，这个医学基本原则，在现实中
却呈逆向顺序。在中国，医院输液室
俨然是最忙碌之地，“吊瓶森林”蔚
为壮观。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观。

伤害！输液前应该知道的事

过度输液带来的危害是缓慢、
长期的。前不久，首部中国输液安全
专家共识《守护针尖上的安全———
中国输液安全与防护研究蓝皮书》
正式发布。

不过， 输液也并不是“洪水猛
兽”，如果生病了，哪些情况是适合
输液的呢？医生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1.消化功能差，无法口服时。患
有某些胃肠道疾病，或意识不清，不
能口服药物时。

2.外用药物无效时。如皮肤局
部的炎症， 外用药不能达到相应效
果时。

3.严重急症，口服药不能缓解
时。急性肺炎、急性脑膜脑炎、急性
心力衰竭、急性呼吸衰竭、休克、突
发脑卒中等疾病，吃药效果不明显，
甚至症状加重时，或是腹泻、呕吐、
出血较多，需要紧急补液时。

4.药物可能伤害组织、血管时。
某些治疗肿瘤的化疗药， 如果直接
口服，可能伤害血管，甚至引起组织
坏死。

改革！全面停止门诊输液

7月1日起， 除儿童医院外，江
苏省460多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将
统一实施新政： 全面停止门诊患者
静脉输注抗菌药物。据了解，我国并
未在国家层面对医院的门诊输液作
出统一规定，但安徽、浙江、江西已
明确出台对门诊输液的限制性措
施，直至全面取消。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伴随着限
制输液、限抗令、医保控费等系列改
革，相关产业已经历过一轮大洗牌，
很多中小型企业或生存难以为继被
迫停产、或被收购，而不少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也大受打击亦面临转型。

为了生存与发展， 大型输液产
品企业也在这几年中进行转型，有
的试图实现向药物创新方面战略转
型，有的积极调整产品销售结构，有
的则瞄准慢性病， 构建心脑血管全
品类的产品群。

■来源于人民日报

专家：
自调速度可能带来临床危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
院急救部副主任医师刘红升说：这样做
是有极大危害性的。因为针对每个病人
个体不同，医生会专门嘱咐护士来给这
个病人把输液的速度调成多少。 你自
己调了，因为你并不具备这种医学常
识，就会带来一些临床危害。比如说
你输液速度调快了，可能你就会突然
觉得胸闷、憋气，甚至出现更严重的一
些症象，比如呼吸困难，然后氧饱和度
下降了，然后双肺的哮鸣音等等，就需要
急救。

专家说，在他们的工作中，经常会遇
到因自行调快输液速度而出现不适的
案例。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张向阳说： 我的一个病
例，病人输入一瓶消炎药，本来应该是
两个小时输进去的， 结果因为他着急，
自个儿调整了输液速度，不到40分钟就
输了进去。过了两个小时以后，出现了
全身不由自主地扭动，浑身在抽，一点
儿都控制不了。

刘红升说： 有一例是老年人，65岁
的女性。她因为嫌护士给她调的速度很
慢，自行调快了之后就突然出现了胸闷
不适，如果不是抢救措施得力，可能就
会导致不治这种悲剧的发生。

输液速度视情况而定

过度输液=自杀？
多省市陆续叫停门诊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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