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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对献血者紧张心理缓解与满意度影响 

侯艳玲 

吉林省公主岭市中心血站  吉林公主岭 

【摘要】目的 观察献血者接受细节护理干预后对紧张心理与满意度的改善效果。方法 选取本血站 600 名无

偿献血者进行分组研究，时段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将其随机划分组别，两组分别 300 名。对照组献血者

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献血者接受细节护理。从焦虑情绪、舒适度、护理满意度 3 个方面评价两组干预效果。结

果 干预后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相比各组干预前显著下降，Kolcaba 简化舒适状况量表（GCQ）相比各组干

预前显著升高（P＜0.05）；同时观察组 SAS 评分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GCQ 评分较对照组上升更明显，两组统

计学有意义（P＜0.05）。对比护理总满意率，观察组较对照组提升更明显，两组统计学有意义（P＜0.05）。结

论 献血者接受细节护理干预后有助于改善紧张心理，增加舒适度，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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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etailed nurs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relief and satisfaction of blood donors 

Yanling Hou 

Jilin Gongzhuling Central Blood Station, Gongzhuling, Jilin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blood donors' stress and satisfaction after receiving 
detailed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600 unpaid blood donors from our blood bank were selected for group study from 
July 2022 to July 2023.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0 participants respectively. Blood donor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blood donors in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detailed nursing.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from three aspects: anxiety, comfor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of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the Kolcaba Simplified Comfort Status Scale (GCQ)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P < 0.05). At the same time, SA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GCQ score was m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After receiving detailed nursing intervention, blood donors can improve their stress, increase their 
comfort level and have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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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益处，同时也是临

床危急重症患者救治过程中用血的重要血液来源和保

障[1]。但是在采血环节时，因为穿刺属于侵入性操作，

对身体有一定创伤，许多初次献血者由于害怕疼痛或

担心感染等情况，从而在采血前出现程度不等的紧张

情绪[2]。此类负面心理状态容易对采血过程造成一定影

响，并且还会引起身心应激反应，加重采血后不良反应

风险，提高血液样本报废概率[3]。所以血站对献血者采

取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也极其关键，通过缓解献血者

的负面心态，减轻心理应激反应，预防不良反应出现，

继而保证献血工作顺利开展[4]。基于此，本文主要观察

献血者接受细节护理所体现的价值，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血站 600 名无偿献血者进行分组研究，时

段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将其随机划分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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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分别 300 名。对照组男性、女性各占 160 名、140
名；最小、最大年龄 21 岁、58 岁，平均（38.35±4.39）
岁；体重 56 至 73kg，平均（65.36±6.38）kg；受教育

水平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或大专、本科及以上，各占

98 名、136 名、66 名。观察组男性、女性各占 158 名、

142 名；最小、最大年龄 20 岁、57 岁，平均（38.59±4.21）
岁；体重 54 至 75kg，平均（65.62±6.25）kg；受教育

水平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或大专、本科及以上，各占

94 名、137 名、69 名。一般信息进行统计学分析，两

组献血者不存在差异（P＞0.05）。 
纳入标准：（1）首次献血者；（2）年龄不少于十

八岁；（3）意识无异常，可正常表达交流，配合完成

调查；（4）对研究内容充分知情，自愿参加。 
排除标准：（1）近三天使用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

治疗；（2）合并原发恶性肿瘤、肝肾脏器病变、血液

系统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全身急慢性感染等；（3）
过敏体质；（4）长期吸烟酗酒者；（5）患有精神病，

认知障碍者。 
1.2 方法 
对照组献血者接受常规护理，口头向献血者告知

献血前需要了解的内容，解释献血的作用、安全性、献

血流程、配合事项等。献血过程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完成献血后指导献血者服用糖水，休息半小时，无异常

后可离开。 
观察组献血者接受细节护理。 
（1）细节健康教育：献血之前，护理人员引导献

血者对无偿献血须知进行阅读，并将健康教育知识进

一步细化，积极和献血者沟通，了解其最近饮食、睡眠

等状态，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健康知识宣教，从而提高献

血者献血过程的配合程度。 
（2）细节心理护理：献血之前护理人员从专业角

度为其介绍定期献血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展示献血

使身体出现的积极转变和益处。同时向献血者呈现采

血中使用的一次性用具，经过了无菌消毒处理具备良

好的安全性，减轻献血者因为担忧献血过程中感染而

出现的焦虑情绪。同时在采血之前，护理人员为献血者

给予良好的语言鼓励、安慰，告知采血穿刺时有轻微疼

痛但能够耐受，帮助献血者构建起对疼痛的心理预期，

防止穿刺时因为疼痛出现躁动，减少样本报废现象。 
（3）细节环境护理：护理人员定期做好对血站以

及各种仪器设备的消毒清洁工作，对采血室和休息室

温度、湿度进行调整，通常将温度维持 26℃左右，湿

度维持 55%～60%。 

（4）采血过程细节护理：采血之前护理人员需提

前在操作台准备好采血期间使用的物品，帮助献血者

挽起衣袖，选择弹性较好的血管完成标本采集，采血过

程中还可播放轻柔优美的背景音乐，缓解献血者紧张

的情绪。采血过程中注意观察献血者状态变化，若发生

低血糖、面色苍白等症状，需要立即暂停采血快速采取

正确处置。 
（5）采血后细节护理：完成献血后，为献血者提

供饼干、糖水等食物，预防低血钙、低血糖现象。同时

向献血者普及献血后日常生活中需注意的事项。 
1.3 观察指标 
（1）干预前及干预后献血者焦虑情绪评估使用焦

虑自评量表（SAS），问卷得分 50 分以上判定有焦虑

状态，并且分值不断升高提示焦虑情绪随之严重。献血

者舒适度评估使用Kolcaba简化舒适状况量表（GCQ），

条目数量共 28 项，满分 112 分，评分不断升高提示舒

适度随之升高。 
（2）完成献血后调查两组献血者满意度，从心理

护理、健康教育、技术操作、服务态度等方面评分，总

共 100 分，将得分 80 至 100 分的献血者归入特别满

意，将得分 60～79 分归入基本满意，将得分低于 60 分

归入不满意；特别满意率、基本满意率相加即总满意

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

据均符合正态分布以（χ±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数据以[例（%）]表示，行 χ2检

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焦虑情绪、舒适度对比 
干预后两组献血者 SAS 评分相比各组干预前显著

下降，GCQ 评分相比各组干预前显著升高（P＜0.05）；
同时观察组 SAS 评分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GCQ 评分

较对照组上升更明显，两组统计学有意义（P＜0.05）。

干预前互相比较，两组 SAS、GCQ 评分不存在差异（P
＞0.05），见表 1。 

2.2 两组献血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比护理总满意率，观察组较对照组提升更明显，

两组统计学有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在临床各种输血治疗中，无偿献血是最为主要的

血液来源途径[5]。但是在采血时因为伴随一定疼痛，加

上献血者体质差异，在献血期间以及献血后很容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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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乏力、低血糖等不良反应，所以很多献血者在献血前

都会产生各种焦虑、紧张等情绪[6]。因此，在献血者群

体中实施有效护理干预，对于确保献血工作正常开展、

提高献血质量有重要意义[7]。 

常规护理模式下，通常是护理人员口头为患者讲

解献血有关知识，并在献血后观察献血不良反应，并未

重视献血者心理层面需求，对负面情绪的改善效果不

理想[8]。 
表 1  干预前后两组焦虑情绪、舒适度对比（χ±s，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GCQ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00 56.36±3.47 51.58±3.25 55.28±8.62 68.39±9.36 

观察组 300 56.12±3.69 46.69±2.89 55.49±8.43 73.39±10.69 

t  0.821 19.475 0.302 9.227 

P  0.412 0.000 0.763 0.000 

注：对比各组干预前，*P＜0.05。 

表 2  两组献血者护理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例数 特别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300 178（59.33） 71（23.67） 51（17.00） 249（83.00） 

观察组 300 213（71.00） 76（25.33） 11（3.67） 289（96.33） 

χ2     9.587 

P     0.002 

 
细节护理是对现有护理措施的进一步优化和完

善，使护理内容体现出更多的细节，让患者接受到整

体、全面的护理服务，充分满足各项需求，持续改进护

理质量。从本次研究结果能够看出，观察组干预后 S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GCQ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同

时观察组在总满意率方面相比对照组也有更明显的提

升。结果也证明了献血者接受细节护理干预后有助于

改善紧张心理，增加舒适度，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更高。

分析原因是：在细节护理中，护理人员从采血前、中、

后三个环节为献血者提供周到的护理服务，通过健康

宣教和心理护理能够提高献血者对献血的正确认知，

缓解不良情绪。同时积极优化采血室环境，有助于让心

理状态受到环境因素的干扰降到最低。另外献血后继

续做好献血者健康宣教，积极观察献血者状态变化，减

少不良反应出现，因此满意度更高。 
综上所述，细节护理对献血者紧张心理有良好缓

解作用，且能增加舒适度，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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