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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对预防健康体检者静脉采血晕针发生率的价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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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针对性护理对预防健康体检者静脉采血晕针发生率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选取 20
21 年 01 月-12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120 例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60 例，实施

常规护理）、观察组（60 例，实施针对性护理）；比对两组的采血依从性、晕针发生率、护理满意度。结

果 观察组体检者的依从率、护理满意度评分都要高于对照组，而观察组的晕针发生则要低于对照组（P<0.
05）。结论 在健康体检者静脉采血过程中，给予体检者针对性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可提高体检者的采血

依从性，降低采血晕针发生率，且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较高，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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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targeted nursing care in preventing the incidence of needle syncope 

in venous blood sampling of health che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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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argeted nursing care in preventing the incidence of 
needle syncope in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of health examinee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60 patients,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60 patients, 
with targeted nursing); Compare the compliance of blood collection, incidence of needle sicknes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ompliance r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incidence of needle sickne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for health examiners,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the examiner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the examiners with blood collectio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blood collection syncope, 
and th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is high, which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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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采血是健康体检项目中的重要一项，且静

脉采血操作也是护理操作中的重要操作技能[1]。由

于静脉采血项目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空腹状态下进

行采血，并且基本在早晨完成采血操作，体检者在

空腹状态下采血，极容易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影响采血操作顺利完成。晕血晕针是静脉采血中最

为常见的不良反应，引起晕血晕针可能与体检者的

自身体质与心理情绪等因素有关，晕血晕针症状严

重的体检者，甚至还会伴有恶心、出汗以及头晕等

表现症状，影响静脉采血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完成
[2-3]。因此，在实施静脉采血操作时，需要对体检人

员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预防及降低体检者晕

针发生率，有利于静脉采血工作顺利完成。鉴于此，

本文将探讨分析针对性护理对预防健康体检者静脉

刺血晕针发生率的应用价值，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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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年 01月-12月期间在我院进行健康体

检的 120 例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

组与观察组 2 组，各 60 例。对照组：男、女性例数

各 32 例、28 例；年龄为 20-52（38.46±4.25）岁。

观察组：男、女性例数各 31 例、29 例；年龄为 20-55
（39.02±4.86）岁。两组健康体检者的基础资料差

异不大（P>0.05），可进行组间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以常规护理干预，护理措施包括叮嘱受

检人员注意保证体检前的睡眠质量，并且合理饮食，

注意体检前禁酒，不要服药物；同时在采血前为体

检者准备好温开水以及葡萄糖等；在进行采血时指

导患者的配合完成采血。 
观察组采用针对性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环境干预：通过保持采血环境的干净整洁状态，

并且对环境温度进行适当调整，为体检人员提供一

个优质的采血环境，有利于体检人员心情愉悦。并

且在体检人员较多的时候，可给予体检人员相应的

安抚措施，避免体检人员情绪激动。（2）健康宣教：

在对体检者进行采血操作之前，护理人员可对患者

实施健康宣教干预，护理人员通过向体检者普及采

血的相关注意事项，告知体检者在完成采血后，要

避免剧烈运动，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并且在饮食

方面要注意科学合理饮食，保证机体营养摄入充足。

提高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有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

性。（3）心理干预：体检人员在采血时，其心理状

态将会对采血晕针发生率造成影响。因此，需要对

体检人员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帮助体检人员

保持良好心态。护理人员可通过多与体检者进行交

流沟通，转移注意力，以此降低晕针发生率。（4）
疼痛护理干预：对于采血操作方面，采血工作人员

需要加强提高自身操作水平，降低采血时的失误操

作发生率，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促进减轻体检

者的痛苦。同时在采血过程中，需要加强预防体检

者出现头晕及出汗等表现，护理人员可以在采血时

叮嘱体检者保持平稳呼吸状态，并且保持全身放松，

同时可以指导体检者在采血时不要盯着采血过程，

可以将头偏向一侧，有效降低体检者的晕针发生率。

（5）不良反应预防干预：在对体检者实施采血操作

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体检者的变化情况，一旦发

现体检者有晕血晕针的表现，需要即刻停止采血操

作，并指导及协助体检者采取平卧位，并给予体检

者温开水或者是葡萄糖水，帮助体检者恢复晕血晕

针症状。并且在采血期间要注意体检者的情绪变化，

及时给予体检者鼓励及安抚措施，从而有效帮助体

检者保持良好心态，避免出现过激行为。（5）完成

采血操作后，迅速拔针并指导体检者对穿刺点进行

按压止血，与此同时，需要给予体检者语言鼓励及

安抚，缓解体检者不良情绪，并且要告知体检者采

血后的注意事项，以此平复体检者情绪，保持良好

心理状态。 
1.3 观察指标 
①观察并记录两组的晕针发生例数，并比对发

生率。 
②比对两组采血依从性：完全依从（体检人员

完成配合采血操作）、部分依从（体检人员对部分

采血操作依从）、不依从（体检人员完全不配合采

血操作）。 
③以评分方式对两组体检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

评估，主要对操作水平、健康教育、舒适程度、疼

痛影响、环境护理进行评估，单个项目评分总分设

置为 20 分，评分越高则护理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采用 SPSS25.0 展开整理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 χ²，表示为（%），计量资料采用 t，表示为

（ x±s），检验结果显示 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依从性及晕针发生率比对 
经过比对，观察组体检者的依从性要高于对照

组，而晕针发生率则要低于对照组（P<0.05）。如

表格 1。 
2.2 护理满意度比对 
组间数据比对，观察组体检者的护理满意度（操

作水平、健康教育、舒适程度、疼痛影响、环境护

理）评分明显要高于对照组的评分（P<0.05）。如

表格 2。 
3 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逐

渐提高，日常健康体检的人数也逐渐增多。静脉采

血是健康体检的重要检查项目，同时也是临床中诊

断疾病的有效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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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体检者的采血依从性、晕针发生率比对[n(%)]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晕针发生率 

对照组（n=60） 34（56.67） 20（33.33） 6（10.00） 54（90.00） 11（18.33） 

观察组（n=60） 44（73.33） 15（25.00） 1（1.67） 59（98.33） 2（3.33） 

χ² -- -- -- 4.650 6.135 

p -- -- -- 0.031 0.013 

表 2 两组体检者的护理满意度比对（ x ±s，分） 

组别 操作水平 健康教育 舒适程度 疼痛影响 环境护理 

对照组（n=60） 15.76±1.35 14.24±1.21 14.36±1.34 13.12±1.21 17.25±1.46 

观察组（n=60） 19.12±1.36 18.97±1.42 19.17±1.36 18.64±1.52 19.08±1.63 

t 13.582 19.639 19.515 22.008 6.47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但是静脉采血操作会产生一定的不适感，并且

静脉采血大多在早晨进行，且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空

腹采血，体检者容易因为空腹状态而产生不良心理

情绪，并且许多人在面对采血操作时容易产生紧张、

焦虑甚至是恐惧等负面情绪，不仅会提高晕针发生

率，还可能对采血操作顺利完成造成影响[4-5]。静脉

采血晕针的发生，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

交感迷走神经处于兴奋状态，扩张外周血管，降低

心肌收缩力，导致出现短暂性脑缺血，从而引起晕

厥症状。采血晕针情况的发生较为急促，且发生原

因较为复杂。为了有效降低体检者的晕针发生率，

可在采血过程中对体检者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
[6]。 

此次研究中在健康体检者静脉采血过程中，对

体检人员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的依从性及满意度评分均要高于对照组，而晕

针发生率则要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针对性

护理的应用效果显著，可降低静脉采血发生率，有

助于采血操作顺利完成。针对性护理从多方面开展

护理干预，通过对体检者实施心理干预，有利于帮

助体检者保持良好心理状态，积极配合采血操作；

给予健康宣教护理，告知体检者采血前后注意事项，

有利于提高体检者自我保健意识；环境干预主要为

体检者提供干净舒适的采血环境，有利于提高体检

者的良好心理状态[7-8]。以多方面开展护理干预，有

利于体检者保持良好心态，积极配合采血操作，促

进降低采血晕针发生率。  
综上所述，将针对性护理用作于健康体检者静

脉采血操作中，对于体检者的采血依从性具有明显

提高作用，降低采血晕针发生率，提高体检者护理

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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