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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系统化护理模式对首次机采血小板的无偿献血者疼痛程度

及不良心理状态的影响分析

徐飞舞

中山市中心血站 广东省中山

【摘要】目的：探讨一对一系统化护理模式对首次机采血小板的无偿献血者疼痛程度及不良心理状态

的影响。方法：将我站 2021年 3月-2022年 1月 80例首次机采血小板的无偿献血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一对一系统化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

分、护理满意度、采血过程视觉模拟评分。结果：实验组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低于对照组，护理

满意度高于对照组，采血过程视觉模拟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结论：首次机采血小板的无偿献血者实

施一对一系统化护理模式效果确切，可减轻采血者不良心理，缓解疼痛，提高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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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one-to-one systematic nursing model on the pain degree and advers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first time platelet collection voluntary blood d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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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one-on-one systematic nursing model on the pain and advers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unpaid blood donors who collected platelets for the first time. Methods: from March 2021
to January 2022, 80 unpaid blood donors who collected platelets for the first time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ouble-blind random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one-to-one systematic nursing. The SAS score of anxiety, SDS score of depress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visual
analog score of blood colle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SAS
score of anxiety and SDS score of depress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visual analog score of blood collection
proces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one-to-one systematic nursing
model for the first time blood donors who collected platelets by machine is accurate, which can reduce the adverse
psychology of blood donors, relieve pain 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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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输血技术的不断发

展，成分血在临床上的应用日益广泛。目前，机采

血小板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临床。机采血小板是一

项不需要大量献血的单采技术。目前，我国已经进

入了成分血的时代，各种血液成份在临床上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1]。血小板输注技术发展迅速，在现代

血液成分输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客观的角

度来说，血小板的纯度和抗原都很低，在临床上的

应用更好，几乎取代了人工采集血小板的传统。近

年来，机采血小板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而且使用量

逐年递增。为此，必须加强对无偿性机采血小板者

的优质护理，并开展相关的健康教育，以保证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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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血液采集质量，保证采集过程的安全和舒适度。

由于采血小板时采用的是抗凝药物 ACD-A，以枸橼

酸为主要成份，采血时间长，容易引起献血者不适。

所以，对献血人员进行机采血小板的护理是非常必

要的。因此，如何招聘和留住献血者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做好首次机采血小板者的护理，降低献血后

的不良反应，改善采血小板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2]。

本研究探析了一对一系统化护理模式对首次机采血

小板的无偿献血者疼痛程度及不良心理状态的影响，

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站 2021年 3月-2022年 1月 80例首次机采血

小板的无偿献血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0。
其中实验组年龄 25-54岁，平均（38.21±2.57）岁，

男 29：女 11。对照组年龄 25-56岁，平均（38.25±2.53）
岁，男 27：女 13。两组一般资料统计 P＞0.05。本

研究经伦理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一对一系统

化护理模式。（1）在采血前的一对一护理。应用一

般情况下，采集血小板的时间比较长，相比于捐献

全血，这种方式对献血者的要求更高。所以，对于

医护人员来说，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开展相关的宣

传，让献血者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同时，还要保证

护理宣传语言要更加的科学，更加的通俗化，以提

高献血者的掌握度。同时要注意给献血者适当的饮

食指导，如献血前避免食用高脂肪的食物。第一次

献血的人会有紧张、害怕等心理，需要护士进行适

当的安抚，以稳定其在采集之前，要提醒献血人员

排尿，如果衣服的袖子比较紧，就必须让献血人员

更换衣服。在献血之前，一部分献血者对献血的认

识不够透彻，容易产生紧张、焦虑等心理，少数人

甚至会出现晕血现象。在采血之前，护士要让献血

者知道，适量的献血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的伤害，

还可以防止心血管疾病、高粘血症，同时也能让献

血者明白献血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荣誉感，同时

还会给献血者讲解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提醒他们

要注意饮食，不能吃高脂肪、高蛋白食品，护士要

温柔、真诚，耐心地回答献血者的问题，减轻他们

的负面情绪。另外，要给献血者营造一个温馨舒适

的献血环境，比如可以设置柔软的坐垫，让献血的

时候更舒服，献血室里可以摆放一些绿植，悬挂温

馨的壁画，或者放一些轻柔的音乐，让献血者可以

得到身心的放松。

（2）采血期间的护理。①机器采针头较粗，时

间较长，因此需要操作人员掌握较粗、较直的肘部

正中静脉及贵要静脉，以确保针头准确，避免重复

穿刺，减少献血者的疼痛。室温要维持在 18-20摄
氏度。防止温度太低或太高。②做好献血者的心理

护理：在采血时，要注意观察献血者的反应，并叮

嘱献血者不要随意活动胳膊。在给献血者播放舒缓

的音乐时，要尽可能地与捐献者进行友好的交流，

以减少因紧张、急躁等不良情绪引发的献血反应。

③为避免血液凝结，在采集期间，将约 300 ml含枸

盐酸纳的抗凝剂注入供血者体内，并对其发生过敏

反应进行监测。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进行治疗。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护理满意度、采血过程视觉模拟评分。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软件中，计数χ 2统计，计量行 t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 SAS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

护理前两组焦虑SAS评分和抑郁SDS评分比较，

P＞0.05，护理后两组均显著降低，而其中实验组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2.2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

表 1护理前后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评分比较（±s,分）

组别（n）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40) 54.84±6.33 46.32±2.56 54.33±4.22 47.13±1.74

实验组(40) 54.37±6.51 35.05±1.20 54.45±4.15 32.65±0.93

t 0.166 20.278 0.154 15.367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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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n）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40) 20 12 8 32(80.00)

实验组(40) 28 12 0 40(100.00)

χ 2 6.806

P 0.009

2.3采血过程视觉模拟评分

实验组采血过程视觉模拟评分 2.24±0.21 分低

于对照组 4.42±1.17分，P＜0.05。
3 讨论

无偿献血是一种高尚的救人行为，是一种高尚

的慈善事业。最近的科学试验显示，定期、适度的

献血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有益的。献血能降低血液粘

度，降低心脏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献血能提高

血液代谢率，提高血细胞的比率，让人头脑清楚、

精力充沛[3-4]。而加强对无偿献血者的健康教育和护

理，是保障我国无偿献血工作的关键。护理工作要

做到全程、全面，不能等同于单纯的健康宣教，应

贯穿于献血的全过程，除了强化献血前、献血前、

献血中、献血后的教育外，还要重视献血后的献血

教育。规范的献血宣传可以提高公众对献血的认识，

规范献血前后的行为，确保献血的质量和安全[5]。

在国内，尚无任何一种替代物可以完全替代人

类的血液，而人体内的血液输入仍然是一种重要的

临床方法；因此，需要鼓励人们积极献血，发扬“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互助精神，为他人

也是为自己。献血这一人文关怀、互助、奉献行为，

是反映一个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

是增进人类和谐的重要纽带[6-7]。只有让献血者认识

到无偿献血的意义，并以健康教育的方式让更多的

人接受，才能让无偿献血的道路更加宽阔。因此，

在采血过程要感谢献血者对无常献血者的奉献，让

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无偿献血。在采集的时候，

我们要与献血者进行详细的沟通和交流，让他们更

好的理解采血的过程和知识，以保证血液的供应质

量[8]。

本研究显示，实验组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采血过

程视觉模拟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
综上，首次机采血小板的无偿献血者实施一对

一系统化护理模式效果确切，可减轻采血者不良心

理，缓解疼痛，提高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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