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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降低机采血小板献血者不良反应中的作用分析

徐飞舞

中山市中心血站 广东中山

【摘要】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在降低机采血小板献血者不良反应中的作用。方法 将我站2021年1月-2022
年 1月 100例机采血小板献血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优质护理。比较

两组护理满意度、采血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实验组采血不良

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采血不良反应发生有 1例，占 2.0%，而对照组采血不良反应发生

8例，占 16.0%。结论 机采血小板献血者实施优质护理效果确切，可减少采血不良反应发生，提高采血者

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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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 reducing adverse reactions of platelet d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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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reducing adverse reactions of platelet
donor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100 platelet dono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igh-quality nurs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 case (2.0%) had adverse reactions in blood sampling, 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8 cases (16.0%) had
adverse reactions in blood sampling.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care for platelet donors
collected by machine is exact, which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blood donors.

【key words】high quality nursing; Blood donors with mechanically collected platelets; Adverse reactions;
effect

近年来，我国的无偿献血呈逐年增长趋势，其

中机械采血已成为我国无偿献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在临床上有着巨大的优势。随着医疗条件的改

善，血液机采血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机械采血耗

时长，血液循环容量大，在献血中常发生各种不良

反应，尤其是初献血的人。因此，需要通过对献血

者个体因素分析，掌握各种影响因素，并制定相应

的护理措施，以确保献血安全、可持续的献血[1-2]。

本研究探析了优质护理在降低机采血小板献血者不

良反应中的作用，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站 2021年 1 月-2022年 1 月 100例机采血

小板献血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50。
其中实验组年龄 24-56岁，平均（39.21±2.56）

岁，男 29：女 21。对照组年龄 26-57 岁，平均

（39.78±2.97）岁，男 27：女 23。两组一般资料统

计 P＞0.05。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优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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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采血前阶段，要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以

提高其信任度、安全感和依从度，并能分散精力，

减轻患者的紧张和焦虑情绪。在献血时，要把室内

的温度、湿度调节到合适的水平，灯光柔和，物品

摆放整齐，。在接受献血时，要积极、微笑地为献血

人员提供热水，并向其询问其营养、睡眠情况。并

对献血者进行了健康教育，告诉他们献血的安全，

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讲解，让他们了

解到献血的安全。将血液分离装置的工作原理和操

作方法告诉给献血者，让他们从陌生的环境中摆脱

紧张和不安，从而提高他们的信任。同时，在献血

的时候，还可以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或者是一些

轻松的视频，来转移献血者的注意力，营造一个献

血的气氛，让献血者能够放松下来。采血前必须严

格筛查，血小板数在 150×109/L以上，红细胞比容

≥0.36，体重≥50 kg，献血前 1周内禁止服用阿斯匹

林，不合格者不得采血。在采血之前，应通知献血

者减少饮水，并尽可能排空大小便。在机采开始

10-15 分钟内，服用 20 ml10%的葡萄糖酸钙，献血

者一般不会有橼酸盐反应，如果有少量的患者出现

枸橼酸反应，应及时放慢回输的速度，同时口服葡

萄糖酸钙。如果没有任何反应则无需处理。对矮小、

体重偏轻、首次机采血、有橼酸盐过敏史的献血者，

应采取预防措施，在采血过程中适当放慢回输速率，

以减少橼酸盐的发生。第二，在采血期间，对献血

人员进行全程监护。采血时，及时进行无痛穿刺，

减少献血者献血时的痛苦，确保一次穿刺成功。在

选择血管的时候，要选择比较粗壮、饱满、有弹性、

不易滑动的血管，在进行穿刺之前，要先让献血者

做好握紧拳头的准备，这样才能保证穿刺的成功率。

在采集的时候，要问一下献血者的感觉，要积极的

和献血者沟通，要挑选有意义的东西来转移自己的

注意力。第一次采成分血的献血者要有专人全程陪

伴，并在实施的各个环节进行解释，避免由于陌生

人而引起的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如果有献血反

应，应积极处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献血产生的

风险最小化。采血过程要选择粗直、充盈、易于固

定的静脉时，要做到一针见血，避免二次穿刺，以

防穿刺针防滑出血管，造成血肿等不良反应。因为

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所以在采血的时候，病人的胳

膊是不能自由活动的，所以在采血的时候，要做好

心理辅导，同时还要注意观察病人的反应，注意输

液的速度，做好相应的护理。因为低血容量献血的

不良反应多见于体重较轻、女性献血者和初次献血

者。因此，对献血人员进行严格的筛查是防治工作

的重点。为空腹献血人员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为他

们准备好食物、饮料等。对于轻者、女性献血者、

初次献血者，根据具体情况，应避免使用 MCS+设
备。采血时要多与献血者沟通，注意观察有无血容

量反应的情况，有的情况需要：①应立刻放慢采血

或停止采血；②调整姿势，保持头、躯干水平，把

下肢抬高 20~30度，有利于促进心脏、大脑等重要

器官的血液循环，同时解开献血者上衣领的扣子有

利于呼吸；③把头偏到一边，防止呕吐物进入气管，

如果没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可以用吸管给献血者

喝一些温白糖水，以减轻症状；④如果症状明显，

可以通过 500 ml的 5%葡萄糖液、500 ml的氯化钠、

500 ml的低分子右旋糖酐进行快速的静脉滴注。晶

体液与胶体液的比率原则上是 1:1，或者是先迅速给

药 300毫升，再是 500毫升的胶体液。如果还不能

减轻，可以用血细胞分离器马上还输给献血者的全

血。第三，采血后，再三强调，献血者要在针孔上

按一定的位置，或用弹性止血绷带对针眼进行 10-15
分钟的挤压。建议多喝一些牛奶和糖类的饮料，这

样既可以补充血液的容量，又可以防止出现继发低

血糖的情况。同时还要求献血者在穿刺部位放置创

可贴 4小时，避免感染、污染，献血后 24小时内不

能进行剧烈运动，避免高空作业，避免出现不良反

应。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采血不良反应发生率。

1.4统计学处理

SPSS23.0软件中，计数χ2统计，计量行 t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 50(100.00)比对照组 80%
高(P＜0.05)。

2.2采血不良反应发生率

实验组采血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实验组采血不良反应发生有 1例，占 2.0%，

而对照组采血不良反应发生 8例，占 16.0%。

3 讨论

无偿献血是一项社会公益活动，它在保证临床

用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

献血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不但会影响到采集血

液的正常进行，而且还会阻碍以后的重复献血，从

而影响到定期献血队伍的建立，而且还会对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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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和生理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对献血者的保

存产生不利的影响。没有出现过献血不良反应的第

一次机采血小板献血者更倾向于重新捐献[3-4]。

研究显示，性别、体重指数、献血次数、献血

量、心理因素等因素均可影响采血不良反应的发生。

一个献血者可能具有多种可能的献血反应因子，这

些因子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其中主要有：（1）心

理素质。第一次献血反应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次采

血的时候会出现恐惧和负面的情绪，比如害怕穿刺、

害怕采血过量、血流不畅、怀疑有不适反应、对身

体有伤害、害怕针眼愈合、感染等。（2）技术要素。

采血员的技术不够好，注射的时间太长，都会增加

献血者的痛苦。由于采血过程中不能正常进行，造

成采血时间过长，给献血者造成压力，从而引发献

血反应。（3）身体素质。空腹饥饿时，献血者身体

处在应激状态，由于迷走神经反射，导致血管暂时

膨胀、周围阻力降低、血压降低、脑血流减少。在

穿刺过程中，由于对局部的刺激会导致疼痛，对皮

肤神经末梢的刺激会导致剧烈的疼痛。此外，由于

献血前过度疲劳、献血环境不理想、献血者的营养

条件差等原因，也会导致献血前过度疲劳。（4）环

境因子。献血室（室内）的温度和环境氛围都会对

献血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采集血环境中，人群拥

挤、嘈杂，空气中的闷热会刺激到献血者的情绪。

（5）工作态度。采血护士工作僵化，缺乏积极性，

不能信赖，因此会对献血流程产生怀疑，并产生一

系列负面情绪，如恐惧、焦虑、紧张等。

在招募机采血小板献血者时，应选用血管状况

良好、肌肉发达、体质强健、身体承受能力强的男

性献血者。建议女性献血人员在进行血液检测时，

要适当提高采集水平，选择合适的安全献血人员，

并根据献血人员的血液检测情况，选择合适的血液

分离器进行采集。加强献血人员的宣传、筛选、设

备采集、护理、反应诱发因素和反应处置等方面的

培训。从源头入手，重视每个环节，确保献血者在

最好的状态下完成献血，并确保采集工作的顺利进

行。维持护理人员的稳定性，加强静脉穿刺技术，

降低因技术原因引起的献血反应[5-6]。

本研究发现，采血前的环境条件、采血时的注

意、采血后的耐心指导，可以让献血的人在采血时

可以放松心情，与采血的人进行采血。目前，优质

护理方式已被普遍采用，这种护理方式的实施，充

分体现了“以献血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将患者的

生理状况和心理状况结合起来，并通过对其进行心

理评价，以减轻患者的不良情绪。良好的护理措施

可以有效地降低献血人员的不良反应，使献血人员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得到提高[7-8]。

综上，机采血小板献血者实施优质护理效果确

切，可减少采血不良反应发生，提高采血者的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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