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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门诊护理干预对预防静脉采血患者晕血晕针的效果观察 

吴 倩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研究优化门诊护理干预对预防静脉采血患者晕血晕针的效果观察。方法 抽取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6 月收治的 68 例脑梗塞患者，随机选取其中 34 例，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即常规组。则剩下 34 例患者采

取优化门诊护理，即优化组。最后对其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配合护理的依从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经分析，优化

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常规组，且具有明显差异（P＜0.05）。联合组患者配合护理的依从性明显优于

常规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门诊静脉采血病人中实施合理的护理措施，不但能明显减少晕血晕

针的危险，而且还能提高病人的采血依从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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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optimizing outpati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venting dizziness and needle 

sicknes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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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Fifth People's Hospital, Chongqi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optimizing outpati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venting dizziness 
and needle sicknes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Method 68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from December 2023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nd 34 of them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namely the routine group. So the remaining 34 patients will receive optimized outpatient care, namely the optimization 
group. Finally,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compliance with nursing care. 
Results After analysi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ptimiz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in the combined group 
with nursing car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Optimizing outpati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dizziness and needle sickness, but also improve patient blood collection compliance,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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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实践中，静脉采血是相当普遍护理操作技

巧。由于这一操作通常在清晨进行，病人一般都是空腹

进食，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在静脉采血的时候，

常见的一种表现就是晕血晕针[1]。出现这种情况还需要

考虑患者自身的体质以及各种不良情绪的影响。有些

病人还会有恶心、冷汗、头晕等不良反应。这不仅增加

并发症风险，还可能妨碍静脉采血的正常进行，从而给

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各种程度负面影响[2]。如果没有及

时采取有效地处理方法，严重时将直接威胁到患者的

生命安全[3]。因此，为静脉采血的患者提供高效且准确

的护理干预，对于确保他们能够安全且顺利地完成采

血任务是至关重要的。 

https://ijnr.oajrc.org/


吴倩                                                    优化门诊护理干预对预防静脉采血患者晕血晕针的效果观察 

- 176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6 月收治的 68 例脑梗

塞患者，随机选取其中 34 例，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即

常规组。则剩下 34 例患者采取优化门诊护理，即优化

组。优化组有 16 例男性患者，18 例女性患者，平均年

龄为(36.59±12.53)岁。常规组有 15 例男性患者，19 例

女性患者，平均年龄为(38.23±13.69)岁。经对比，两组

患者的资料无明显差异，因此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常规组采取护理干预手段： 
（1）在进行采血操作前，医护人员需事先准备好

葡萄糖、温开水、氧气等必要物品； 
（2）在采血过程中，一定要把固定带系在病人的

穿刺部位上面，并且要保证病人握住，然后对穿刺部位

进行消毒和快速抽血。 
联合组在门诊实施一系列的优化护理干预措施 
（1）建立专科护理团队，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护

士中遴选出优秀的护士组成团队。他们都经过了综合

训练和评估，其中包括血液采集步骤以及采集后病人

的介入。 
（2） 在健康教育上，护士应事先对病人进行必要

的健康教育与引导，使病人明白各项预防措施，做好充

足的心理准备。护士要及时回答病人的各种疑问。我们

已经清楚地告诉病人在抽血之后要避免剧烈的体力运

动，并且保证充分的休息。采血当天不能熬夜，饮食要

清淡。 
（3）环境护理：在医院中，一般是喧闹的、病人

多、情绪波动大的地方。为此，护士要保持采血环境的

秩序，在采血高峰期增加护士维持秩序，还要做好病人

的心理安抚工作。 
（4）心理干预：对门诊静脉采血的病人，应充分

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并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采取有

针对性的心理指导。加强病人与病人的有效沟通，保持

病人的心理稳定；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门诊静

脉采血期间的晕血反应率以及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在

治疗过程中，要多给病人一些鼓励、安慰，使病人有一

种被尊重的感觉。在与病人进行交流后，护士应该针对

病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更适合病人的心理干预方案。

在进行采血时，应给予患者及时的心理支持，并通过对

话的形式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确保患者在采血过程中

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心态。 
（5）疼痛管理：首先医护人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

的操作能力，以确保能够精准找到目标，这样可以显著

减少错误发生和多次穿刺的风险，从而有助于缓解患

者所经历的疼痛。在进行采血操作时，医务工作者尤其

要注意防止出现头晕、出汗等不适现象。所以，护理人

员要引导病人正确地深呼吸，放松身体，紧闭双眼，将

头微微侧着，这样可以防止病人直接观看采血，这样可

以减轻病人的疼痛，也可以降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观察指标 
对其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配合护理的依从性进行

统计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3.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x

±s）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 检验与

χ2 检验，P＜0.05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经分析，优化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明显低于

常规组，且具有明显差异（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患者配合护理的依从性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统计中发现，联合组患者配合护理的依

从性明显优于常规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

表 2：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晕血 晕针 肿胀 不良反应率（%） 
联合组 34 1（2.94%） 1（2.94%） 1（2.94%） 8.82%（3） 
常规组 34 3（8.82%） 5（14.70%） 3（8.82%） 32.35%（11） 
χ2 - - - - 5.756 
P - - - - 0.016 

表 2  两组患者配合护理的依从性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十分依从 比较依从 不太依从 依从率（%） 
联合组 34 15（44.11 %） 17（50.00%） 2（5.88 %） 94.11 %（32） 
常规组 34 10（29.41 %） 12（35.29 %） 12（35.29 %） 64.70 %（22） 
χ2 - - - - 8.994 
P - - - -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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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社会进步的加速，大众对健康的关注也在持

续增长，因此选择到医院接受治疗的人数也在逐步上

升[4]。因此，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

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才能更好地满足现代医疗需求 

[5]。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病人而言，其更需要通

过这种方式来获取血液标本进行治疗与检查，这就使

得静脉采血成为目前各大医疗机构常用的医疗方法之

一[6]。但是，静脉采集是一种有创的方法，病人在采集

血液的时候，会对针头有一定的排斥，另外，病人也会

出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担忧，以及医院的紧张气氛，

而出现一系列的不良心态，这不但会使一次的静脉采

血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还会使病人出现晕针晕血

的危险[7-8]。 
在本研究中经过优化门诊护理措施后，与患者进

行深入沟通，了解了患者心理状态，并为他们提供有针

对性心理辅导，通过对医护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引导，

使他们明白静脉采血是高风险治疗手段。为患者提供

关于静脉抽血的详尽知识，不仅可以增强他们的认知，

纠正误区，还可以提高他们的依从性，并确保静脉抽血

操作的顺利进行。除了上述措施，同时也要提高护士的

操作技能，提高其技术水平，保证采血过程中尽量做到

轻柔或无痛穿刺，保证一次采血，同时也能减轻病人穿

刺时的疼痛。通过采取上述一系列方法，可以使护士更

加深入地理解患者的病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为后续

临床诊疗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在进行采血操作时，

医护人员必须时刻关注患者的脸部表情，给予更多的

鼓励和关心，同时询问他们的感受。此外，应密切观察

患者有无出血现象以及出血量多少等情况，以便于及

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治疗效果。 
总的来说，对门诊静脉采血病人实施合理的护理

干预，不但能明显减少晕血晕针的发生，而且能有效地

提高病人的采血依从性，有利于改善病人的护理水平，

是一项值得推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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