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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安全管理在门诊采血室中应用的效果及预防交叉感染的意义探析

宋友友，王玉静

山东大学附属威海市立医院 山东威海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门诊采血室中实施护理安全管理后实际效果。方法:本次在我门诊收录的采血检

查者中选取了研究对象，共 200例，均在 2020.8-2020.12月入院。按照随机数表方式分组，其中 1/2患者采

取基础采血管理，纳入对照组；另外 1/2患者采取护理安全管理，纳入观察组。对两组护理后实际效果进行

分析。结果:观察组采取护理安全管理后交叉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并且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门诊采血室中采取护理安全管理能够有效减少交叉感染发生率，

并且患者护理满意度较高，因此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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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outpatient blood collection roo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reventing cross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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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actual 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outpatient
blood collection room.Methods: This time, a total of 200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blood testers collected in
our outpatient clinic, and they were all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2020.8 to 2020.12.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1/2 of the patients took basic blood collection management and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ther 1/2 of the patients took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and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ross-infe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outpatient blood collection roo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ross-infection, and th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is high, so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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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采血室承担医院所有门诊采血任务，工作

量较大，工作强度较高，并且工作要求极其严格。

由于门诊采血具有一定创伤性，加上工作人员接触

疾病种类较多，极容易引起交叉感染发生，危及患

者身体健康[1]。所以在门诊采血室中需要对安全护

理方法引起高度重视，全面保证患者采血安全。此

次研究则分析将护理安全管理应用于门诊采血室中

实际效果。主要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在我门诊收录的采血检查者中选取了研究

对象，共 200 例，均在 2020.8-2020.12 月入院。按

照随机数表方式分组，其中 1/2 患者采取基础采血

管理，纳入对照组；另外 1/2 患者采取护理安全管

理，纳入观察组。对照组中，男女比例为 53:47，年

龄范围:25至 69岁，平均年龄:42.19±2.77岁。观察

组中，男女比例为 52:48，年龄范围 26至 68岁，平

均年龄:42.17±2.73岁。纳入标准:①均知情，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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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均为采血检查者。排除标准:①精神问题，沟通障

碍，②配合度较低，③中途退出。将两组之间的上

述一般资料数据进行比较不存在显著差异（P＞
0.05），具备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基础采血管理，观察组采取护理安

全管理。

1.2.1 基础采血管理

给予对照组基础采取管理，主要为协助检查者

进行采血，抽血前与患者充分沟通，了解患者心理

压力源并进行解答，告知检查者采血注意事项，在

抽血过程中可辅助患者转移注意力，做好消毒工作，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同时指导检查者采血后按压针

眼。

1.2.2 护理安全管理

给予观察组护理安全管理，主要内容:①建立安

全管理小组。门诊采血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

需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同时组建特定

的小组，选择资历较深的人员作为负责人，带领医

护人员在相应的章程指导下进行工作，对章程制度

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意见及建议，并由负责人及其他

管理人员对此进行解决完善。②健康宣导，可给予

患者心理健康教育宣教，在采血前、采血后三个阶

段消除患者心理障碍，利用短信、电话等方式提前

告知检查者采血相关事项，晚餐后禁食 12-14h，在

采血当日造成保持空腹，少喝水或尽量不喝水，若

有服用药物的需求，在采血后方可服用，让检查者

做好准备，自行佩戴口罩等。③心理指导，积极主

动与采血者沟通、交流，告知采血者保持良好情绪。

同时积极采取语言沟通技巧，转移患者注意力。保

证采血室环境温度适中舒适，做好消毒工作，护士

需面带微笑使用吻合的语气与患者进行沟通询问，

了解患者需求，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关怀，消除负面

情绪及戒备心理。④工作人员在实际采血过程中需

要严格要求自身，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一巾。着重强

调手消毒意识，若手部清洁不到位，很容易引起交

叉感染。采血工作具有连续性，若频繁消毒洗手不

仅降低工作效率同时还会造成护士手部皮肤皲裂，

因此可佩戴医用手套并在采血后使用消毒凝胶进行

消毒，若手套破裂，立即进行更换。加强自身防护，

按照相关要求佩戴防护口罩、帽子等。⑤工作人员

在采血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操作步骤进行，避免出

现违规操作。⑥定期进行总结，对存在的交叉感染

事件发生情况进行分析，制定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不断调整采血护理安全管理措施，保证采血护理安

全管理质量。⑦定期进行培训，对工作人员理论知

识以及实际操作进行培训和考察，不断提高工作人

员工作能力，保证工作人员工作质量。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分别实施基础采血管理和护理安全管理

后交叉感染发生率进行分析。交叉感染发生率=交叉

感染例数/总例数。

对两组分别实施基础采血管理和护理安全管理

后护理满意度进行分析。满意度总分为 100分，80
分以上表示满意，60至 80分表示基本满意，60分
以下表示不满意。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总例

数。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软件进行

处理。（%）用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

所计算出的 P＜0.05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交叉感染发生率分析

对照组交叉感染 9例，交叉感染发生率 9%，观

察组交叉感染 2例，交叉感染发生率 2%，两组交叉

感染发生率（χ2=4.714，P=0.030）。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采取护理安全管理后交叉感染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分析

对照组满意 37（37%）例，基本满意 40（40%）

例，不满意 23（23%）例，满意度 77%，观察组满

意 42（42%）例，基本满意 51（51%）例，不满意

7（7%）例，满意度 93%，两组满意度（χ2=10.039，
P=0.002）。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门诊采血一般为静脉采血，静脉采血是一项常

见、简单的操作。但是门诊部常容易发生采血不良

事件，引起护患纠纷，因此对于门诊采血护理安全

管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2]。除外由于患者对采血相

关知识认知较弱，极容易出现紧张、恐惧等不良情

绪，容易影响工作人员操作。因此实施护理安全管

理十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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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安全管理为临床常见护理措施，在门诊采

血室中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对门诊采血具有较强价

值意义[3]。护理安全管理主要包括健康宣导管理、

心理管理、采血管理等措施[4]。由于采血者对采血

相关知识认知度较低，极容易出现采血不配合、采

血前准备不到位等情况，从而导致感染发生[5]。因

此采血前需要对采血者实施全面、系统健康宣导，

指导采血者掌握采血前准备知识和采血感染危害等

知识，提高采血者采血方面认知和重视。在门诊抽

血过程中实施护理安全管理的主要内容即制定相应

的管理措施，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可以确保抽血

工作顺利完成。通过日常详细记录出现的问题并进

行分析，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可保证抽血工

作的正常进行。加强人员管理培训也十分重要，使

工作人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身，发挥主观能

动性，提高服务意识，减少与患者发生纠纷的概率，

并提高自身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当问题出现时，

可迅速做出判断并加以解决。除外在采血过程中，

还需要重视采血者心理变化，积极安慰、鼓励采血

者，改善采血者心理状况，有利于降低疼痛感，保

证采血顺利完成。在采血过程中工作人员操作能力

直接因此采血质量。因此需要定期对工作人员实施

护理安全管理培训，全面保障工作能力和工作质量，

从根本上减少感染等不良事件发生。此次研究则分

析门诊采血室中实施护理安全管理后实际效果。结

果发现，观察组采取护理安全管理后交叉感染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黎淑君[6-7]等人研究与

此次研究内容相似，将门诊抽血室中 500例患者作

为研究目标，随分分为两组，一组实施常规护理管

理，一组实施护理安全管理。结果发现，实施护理

安全管理组护理不良事件、护患纠纷以及医源性感

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8-9]，护理满意度也明显高

于对照组。由此可以证明此次研究中护理安全管理

应用于门诊采血室中效果较显著。

综上所述[10-11]，门诊采血室中采取护理安全管

理能够有效减少交叉感染发生率，并且患者护理满

意度较高，因此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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