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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输液法是临床上常用的、有效的、重要的治疗手段
之一�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失血、失液、休克等危重患者均要

通过静脉输液的方法达到治疗疾病、抢救生命、控制感染的
目的。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静脉输液时随液体进入人
体内的不溶性微粒�会对人体造成潜在的、长期的危害�甚至
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如何防范静脉输液中的不溶性微
粒�日益受到重视。现就防范静脉输液中不溶性微粒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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