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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用于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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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干预用于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我院的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50 例，选择常规护理）和观察组（50 例，选择护理干预），对比两组的护理效果。结

果 观察组的 SAS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以及晕针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实施干预护理，有效提高静脉采血的护理质量，缓解患

者的焦虑情绪，降低晕针发生率，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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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laboratory depar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0 cases,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A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core and the 
incidence of needle sickne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vention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laboratory depar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relieve patients' anxiet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eedle sicknes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 Nursing intervention; Clinical laboratory. Venous blood 
 
静脉采血是常见的体检项目，是多项检查的重要

参考依据，通过使用注射器穿刺消毒过的特定部位，

采取患者的血液样本送检，其操作具有可侵入性，在

采集过程中容易发生较多不良反应，如静脉炎、淤血

肿胀等，而且部分患者在接受静脉采血过程中，受到

多种因素影响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不利于静脉采

血的顺利完成，影响静脉采血的检验结果。鉴于此，

加强对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的护理干预，提高护理质

量，及时给予患者指导和帮助，可有效缓解患者的负

面情绪，提高检验科静脉采血的工作效率以及护理满

意度[1]。在检验科静脉采血阶段加强护理干预措施，有

益于降低采血的相关风险，降低晕针等事件的发生率
[2]。本研究中，分析护理干预用于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

中的应用价值，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在 2021 年 5 月到 2022 年 5 月期间的 100

例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组，其

中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中男 28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46.39±4.42）岁。观察组中男 27 例，

女 23 例，平均年龄（46.85±4.38）岁。对比一般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比性良好。纳入标

准：知晓该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精

神异常患者，存在沟通障碍。 
1.2 方法 
（1）常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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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方式护理，在检验科静脉采

血患者采血前进行基本的信息了解，开展常规健康宣

教，告知具体流程以及相关注意事项，引导患者配合

相关采血工作，在采血时采取正确体位，对检验科静

脉采血患者的采血皮肤进行消毒处理。 
（2）护理干预 
①在患者采血前，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沟通，了

解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的具体情况与需求，确认患者

是否存在晕针、晕血情况，如果存在晕针及晕血需要

及时告知相应工作人员，做好应对措施。讲解采血的

具体流程、用途以及注意事项，解答在采血方面的疑

虑，提高患者对静脉采血的认知程度，告知配合采血

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在讲解过程中需要观察患

者的知识接受水平，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者

讲解。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针对性开展心理疏导，

取得信任，帮助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建立良好的医

患关系，告知患者采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适感，帮

助患者做好心理建设，有效提高在静脉采血期间的配

合度。 
②提供舒适干净的采血环境，控制温度湿度适宜，

定期对操作室进行消毒通风，在患者采血时，保持温

和亲切的语气，保证患者的身心舒适状态。引导患者

采取正确的体位，向患者介绍采血工具，指导静脉采

血患者握紧拳头，调整呼吸，采血结束后松开拳头。

由于静脉采血属于侵入性操作，在静脉采血过程中会

出现疼痛症状，影响患者的情绪状态与配合程度，不

利于静脉采血工作的顺利进行。护理人员应及时与患

者进行沟通，指导患者深呼吸，采取播放音乐等形式

转移患者注意力，减轻疼痛感受。采血过程中注意观

察患者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并及时采取解决措施。 
③在采血完成后，给予消毒棉签，指导患者按压

穿刺部位，按压力度适中，按压五分钟，有助于穿刺

处止血。嘱咐患者禁止用手触摸穿刺部位，避免发生

感染，关注患者穿刺部位情况，如果出现肿胀、疼痛

等情况，可以指导患者使用毛巾湿敷。另外护理人员

还需要密切观察静脉采血后患者的精神状态表现，等

待穿刺处止血后，患者精神状态良好，则可离开检验

科静脉采血处，尽量保证患者安全性。采血结束后及

时提醒患者进食，预防低血糖，休息区需要设置饮水

设施方便患者空腹采血患者及时补充水分。 
④部分依从性较差的患者，如儿童，护理人员需

耐心沟通，采取皮肤抚触联合言语鼓励的形式，缓解

患者的不良情绪，降低由于哭闹等现象对正常静脉采

血工作的影响，提高静脉采血中的配合度。护理人员

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加强对护理风险管理力度，提高

护理人员对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保证静脉穿

刺成功率。同时采血人员需要具有责任意识，采血前

需要核对患者相关信息，核对无误后再开始采血工作。

针对静脉采血患者存在的潜在风险做好相应准备工

作，有利于提高护理人员对静脉采血的掌握程度，根

据具体情况开展预见性护理，降低静脉采血中不良事

件发生率。 
1.3 观察指标 
使用 SAS 焦虑自评量表检测心理状态，检查项目

分值为 1 至 4 分，评分以 50 分为分界线，轻度 0-59
分，中度 60-69 分，重度 69 分以上，评分越高表明焦

虑程度越严重。对比两组患者在进行护理后的 SAS 焦

虑自评量表评分、晕针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分析，使用 t 和“ sx ± ”表

示计量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为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进行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评分为

48.09±1.23 低于对照组 56.92±1.45，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32.837，P=0.001，P＜0.05）。在静脉采血期间，

观察组出现轻度晕针患者 1 例，中度晕针 1 例，对照

组出现轻度晕针 4 例，中度晕针 3 例，重度晕针 1 例，

观察组的晕针发生率为 4.00%（2/50）低于对照组

16.00%（8/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00，P=0.046，
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8.00%（49/50）
高于对照组 84.00%（42/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983，P=0.014，P＜0.05）。 
3 讨论 
静脉采血作为基础的体检项目，是多项检查报告

的重要参考，也是病情诊断的科学依据，所以保证静

脉采血质量至关重要。静脉采血患者配合度较低的原

因从病理学角度进行分析是因为静脉采血患者出现晕

针情况，发生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采血瞬间由于血管

发生抑制性情况而导致晕厥，主要表现为心悸、四肢

乏力。而发生晕针是因为患者对静脉采血相关操作的

认知程度较低，易出现焦虑等负面情绪，并且静脉采

血属于侵入性操作，采血过程中会产生疼痛感，患者

在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的双重影响下容易出现配合程

度较低的现象，不利于静脉采血的顺利完成，延长患

者治疗进程。鉴于此，在检验科静脉采血中采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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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理干预措施，可提高患者对静脉采血知识的认知，

降低其心理压力，缓解患者在采血期间的负面情绪，

有效降低晕针风险，提升护理质量与满意度，保证采

血工作的顺利进行[3]。 
护理干预用于检验科静脉采血中，在患者采血前

主动沟通，提高患者对静脉采血的认知程度，对情绪

状况不佳的患者及时开展有效的心理疏导，有效缓解

采血导致的焦虑状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有利于

获得患者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静脉采

血期间的依从性[4]。引导患者采取正确的体位，并介绍

采血使用的工具，让患者对采血有正确的认知，消除

心理的不适感。护理人员指导静脉采血患者握紧拳头

并调整呼吸，保证采血过程中操作的安全性，减少不

良反应发生率[5-8]。在静脉采血期间，及时询问患者的

感受，采取适当方式转移注意力，减轻疼痛感受，有

效提高静脉采血期间的配合程度及护理满意度[9-11]。采

血完成后，给予消毒棉签，并进行穿刺处的按压指导，

关注患者的状态是否出现异常，保障静脉采血患者的安

全性。存在依从性较差的儿童，通过沟通、皮肤接触等

形式缓解不良情绪，提高静脉采血中的配合度，减少由

于害怕导致的哭闹现象，提高静脉采血效率[12-14]。静脉

采血的护理人员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加强护理管理力

度，提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能力，针对静脉采血患者

的潜在风险做好准备工作，有效提高护理人员对静脉

采血的护理质量，并根据具体情况开展预防不良事件

发生的有效护理干预措施，降低静脉采血中不良事件

发生率[15,16]。护理干预用于检验科静脉采血，提升静

脉采血的整体护理质量，缓解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的

焦虑情绪，降低晕针发生率，有效提高护理满意度。

本研究分析护理干预用于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中的应

用价值，观察组的 SAS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以及晕针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应用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护理质量，缓解患者

的负面情绪，降低晕针等事件的发生率，提高静脉采

血效率以及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对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应用护理干预，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降低晕针发生率，提高

护理质量与护理满意度，对静脉采血的顺利完成起到

积极作用，值得在临床治疗中进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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