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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疾病筛查足底采血不良反应的影响

张洁，王艺

龙口南山养生谷肿瘤医院 山东龙口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疾病筛查足底采血不良反应的影响。方法：将我院 2020 年 12
月 25日-2021年 12月 25日 98例新生儿疾病筛查足底采血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实验组实施护理干预。比较两组家长满意度、足底采血时间、面部痛苦表情评分、足底采血一次成功率、

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实验组的家长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实验组足底采血时间、面部痛苦表情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足底采血一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足底采血不良反应

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新生儿疾病筛查足底采血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效果确切，可减轻新生儿的痛

苦，提高足底采血一次成功率，缩短采血的时间，减少不良反应的出现，并提高家长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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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dverse reactions of plantar blood collection

for neonatal disease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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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plantar
blood collection for neonatal disease screening. Methods: From December 25, 2020 to December 25, 2021 in our
hospital, 98 patients with neonatal disease screening for plantar blood sampling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ouble-blind randomiza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arental satisfaction, the time of blood sampling, facial pain expression score, the success
rate of one time blood sampling,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parents' satisfa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blood sampling time and facial pain expression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blood sampl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 of blood sampl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plantar
blood sampling for neonatal disease screening is accurate, which can reduce the pain of newborns,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plant blood sampling, shorten the time of blood sampling,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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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生儿足部采血是筛查新生儿疾病的一

种常见方法，也是筛查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对新

生儿进行快速、高效的筛查，也是预防各种器官不

可逆损伤，造成死亡，智力发育不正常的重要筛查

方法[1-2]。然而，在实际采血时，护士的穿刺技术不

够娴熟，或操作程序不规范，穿刺方法、进针深度

和部位的偏差，都会导致血液流动的差异，造成一

次采血失败、采血困难、局部创伤增大、家长不满[3-4]。

因此，对新生儿进行足底采血筛查护理是非常必要

的，能够加强不良反应的预防，避免对新生儿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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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育造成不良的影响[5-6]。本研究探析了护理干预

对新生儿疾病筛查足底采血不良反应的影响，报道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0年 12月 25日-2021年 12月 25日
98例新生儿疾病筛查足底采血患者，双盲随机法分

二组。每组例数 49。
其中实验组男新生儿 29 例，女新生儿 20例，

体重（2.3—4.8）kg，平均（3.21±0.82）kg。对照组

男新生儿 28例，女新生儿 21例，体重（2.4—4.8）
kg，平均（3.24±0.81）k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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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实施护理干预。

（1）采血的最佳时机。一般是在新生儿出生后 3-4
天内进行足底采血，以免出现生理性促甲状腺升高

或假阴性。采血前要保证新生儿足够的母乳喂养，

以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避免在筛查时出现苯丙

酮尿症假阳性。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所有的含碘

的药物和抗生素都是被禁止的。采足血之前，必须

做好充分的准备，按照要求填写新生儿遗传代谢病

筛查采血卡，提前调整采血室的温度，提前进行适

当的按摩，促进脚底的血液循环。（2）血液采集护

理。准备一次性专业采血针，治疗盘，75%酒精，

消毒棉签，手套，专业采血滤纸，创可贴。新生儿

在足部采血时，可采用温水浸泡，以促进局部血液

循环。然后将其晾干，放在治疗台中，使其处于平

躺的位置，而护士则用左手将婴儿的左脚放在手掌

上，使其完全裸露。然后用右手轻揉脚底采血的地

方，或者用热毛巾进行热敷，以促进足底血管的充

盈，再用 75%酒精无菌棉签消毒，待皮肤干燥后，

取血点是从新生儿足的外侧开始，一直到脚掌的外

侧缘，然后用右手的一次性专业采血针，将针尖与

皮肤的距离为 90度。在 0.5-1.5毫米的深度下，血

液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血球，第一滴血用棉签擦

掉弃去不用，用血卡专用滤纸中间部位轻轻碰触血

滴，分别虹吸到血卡专用滤纸的 3个血液收集处。

(3)血样的存储：用滤纸收集新生儿足底的血样，取

血后自然干燥，然后将其放在样品袋中，保存在

2~8℃之间，72小时内必须进行检测。（4）不良反

应处理。①足部出血患者的护理。新生儿足底出血

是一种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临床上，护士要引导

患者的家属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拢的方式，将

针孔按入针的方向垂直按压，不能超过 10分钟。特

别要注意在挤压的过程中要继续按压，不要轻易的

放松，以免造成出血。②局部血肿。新生儿足底采

血时，应注意选择取血位置，新生儿足的外侧开始，

一直到脚掌的外侧缘，并对其进行按压。新生儿局

部血肿要及时进行冷敷，以促进毛细血管的收缩，

减少充血，同时还要注意冷敷引起的冻伤。注意观

察新生儿的呼吸和面色，一旦有异常要立即进行治

疗。同时要做好热敷，以促进血液的吸收，避免出

现静脉炎。应加强对护士的训练，提高护士的操作

水平，降低局部血肿的发生率。③穿刺部位感染的

护理。采血穿刺必须严格做到无菌操作，以皮肤为

中心，从内向外旋转消毒，防止重复涂药，等消毒

剂干燥后，再进行穿刺。取完血后，用消毒止血贴，

用无菌纱布包裹，以提醒父母注意防护敷料，避免

被水浸湿，防止针孔感染。另外，要保证科室的卫

生，保持良好的无菌状态，每天 2个小时的紫外线

杀菌。此外，护士的穿刺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方面，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新生儿出现穿刺点感

染时，应将患儿的肢体抬高，同时进行局部热敷，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加快红肿的消退，必要时可以

使用抗生素，同时还要做好家庭成员的心理疏导，

消除其担忧和担忧。④毛细血管的皮下损害。在穿

刺的时候要注意足底浅静脉，在穿刺之前要注意给

新生儿足底保暖，避免烫伤，特别是早产儿，要加

强护士的技术，在采血后要充分的按压，可以有效

地防止血液中的血管组织受损，减少淤青、血肿的

发生。3.5在进行局部皮肤过敏的护理时，要向父母

咨询是否有过敏史、家族变态反应史，在采血后要

进行按压，同时要保证穿刺位置的干燥和干净，以

防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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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满意度、足底采血时间、面部痛苦表情

评分、足底采血一次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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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满意度

实验组的家长满意度 49 (100.00)比对照组

40 (81.63)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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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足底采血时间、面部痛苦表情评分

实验组足底采血时间 3.22±1.41min、面部痛苦

表情评分 3.06±0.21 分均低于对照组 5.41±2.17min
和 5.21±1.01分，P＜0.05。

2.3 足底采血一次成功率

实验组足底采血一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

(P＜0.05)。实验组足底采血一次成功有 48例，占

97.96%，而对照组有 38例，占 77.55%。

2.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实验组足底采血不良反应率低于对照组

(P＜0.05)。实验组足底采血不良反应有 1 例，占

2.04%，而对照组有 11例，占 22.45%。

3 讨论

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实行了新

生儿疾病筛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达到国家的优生

优育目标，从而使我国人口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新

生儿的疾病筛查一般需要在出生后 3天进行，这时

候需要进行血液采样，以便对新生儿的甲状腺功能

和其他系统功能进行检查。同时也能早期发现、早

期诊断、早期治疗。但新生儿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

力较差，对痛苦和不适的敏感程度较高，采血是一

种有创操作的方法，会产生痛苦，从而影响采血的

成功率。为了在新生儿疾病筛查中提高足底采血的

成功率，应采取积极的护理措施[7-8]。

新生儿足部采血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采血

之前，护士要加强对新生儿母亲的健康教育，指导

其如何进行母乳喂养，并合理安抚新生儿，这样才

能保证一次穿刺的顺利进行，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重

复穿刺带来的疼痛[9-10]。同时，穿刺过程，传统的采

血方式会导致采血周期的延长，而且采血点的反复

穿刺会加重护理人员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增加父母

的不满，造成不必要的医疗纠纷。通过改进穿刺方

法，①在婴儿泡脚后进行采血可提高成功率。原因

是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容易受到

外界环境的影响，在寒冷的时候，手脚的血运会受

到影响，泡脚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改善，从而

增加采血的成功率。②将头肩抬高，脚跟下垂，可

以增加足底静脉压力，便于血液采集。③在足跟外

侧缘采血时，取血比内侧缘多，容易暴露，便于操

作，是采血的理想位置。本研究显示，实验组家长

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足底采血时间、面部痛苦表情

评分低于对照组，足底采血一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综上，新生儿疾病筛查足底采血患者实施护理

干预效果确切，可减轻新生儿的痛苦，提高足底采

血一次成功率，缩短采血的时间，减少不良反应的

出现，并提高家长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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