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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者献血反应的预防及护理对策 

王玲英 

晋中市中心血站  山西晋中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无偿献血者献血反应的有效预防措施和护理策略。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我站无偿献血志愿者 300 名，随机将所选献血者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加入预防献血反

应的专项护理。结果 观察组献血者献血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

献血者满意度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血站无偿献血志愿者实施预防献血反

应专项护理有助于降低献血反应发生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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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nursing strategies of blood 
donation reaction of unpaid blood donors, Wang Lingying, Jinzhong Central Blood Station, Shanxi Jinzhong 030600.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300 volunteer blood dono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special care to prevent blood donation 
reaction.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blood donation re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blood don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prevention of blood donation 
reaction to blood donation volunteers to carry out special care can help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blood donation reaction, it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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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高尚行为，当

下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无偿献血志愿者越来越

多。但随着献血者的增多，由献血引起的献血反应发

生率也有所增加[1]。献血反应的出现可能影响献血者身

心健康，也可能对献血者再次献血产生心理障碍，也

不利于无偿献血推广和实施[2]。血站应重视无偿献血引

起的献血反应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相关献血反应

的发生。本研究将探讨预防无偿献血献血反应的有效

护理措施。 
1 资料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9年 1月~2020年 12月在我站无偿献血志

愿者 300 名。所有献血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根据

献血者到站献血先后顺序将先进站献血的 150 例志愿

者纳入对照组，后进站献血的 150例志愿者为观察组。

对照组志愿者男性 76 例，女性 74 例；年龄 23~55 岁，

平均（47.25±10.37）岁。对照组志愿者男性 78 例，

女性 72 例；年龄 20~52 岁，平均（46.81±9.09）岁。

两组志愿者相关临床资料均无较大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献血前指导献血者认

知阅读献血须知，填写献血健康状况征询表，测量血

压、脉搏等。采集献血者末梢血进行血型定型和基本

化验，确定献血者血液符合献血需求。在采血时，常

规执行相关操作流程。采血后嘱咐献血者注意休息，

避免劳累，正常饮食。 
观察组在相关常规护理基础上再加入预防献血反

应专项护理。献血前指导献血者认真学习献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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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询问献血者献血前 3 天内是否服用任何药物，仔

细询问献血者相关病史、治疗史，了解献血者献血前 1
天内饮食情况、运动情况、睡眠情况、劳累情况，询

问献血者献血前是否清洗穿刺部位皮肤，更换干净衣

物。婉拒有可能引起献血反应的献血者献血请求，或

指导献血者按相关要求饮食、睡眠、清洁后再来献血。

确认献血者基本献血条件符合后，再采集末梢血进行

献血前血型、血液常规化验。并对献血者进行献血健

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向患者解说当下国家相关部门关

于公民献血的相关政策法规、献血者献血后可享受的

相关权益。说明无偿献血对社会、病人、医疗事业带

来的巨大贡献，并说明献血行为不会对献血者健康问

题成影响。耐性仔细解答献血者提出的相关疑问，提

高献血者对献血相关知识的正确认知，解除献血者心

理负担。对患者执行心理护理，与献血者加强沟通交

流，了解献血者的心理状态以及相关不良情绪状况。

指导献血者一定要保持积极心态，可通过深呼吸、适

当活动等方式放松身心。同时可通过向献血者讲解其

他献血者献血过程的趣事、献血后及时挽救相关患者

生命的经典案例、与献血者进行简单游戏等形式来消

除献血者的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确认献血者血型、

血液常规相关指标符合要求后再进行采血。保障采血

室温度、湿度、光线适宜，定时清除采血室相关医疗

废弃物、杂物，保持地面干净、缓解整洁，并定时安

排专人进行环境消杀。采血时不断与献血者互动，通

过语言、动作等缓解采血过程中的紧张气氛。采血过

程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流程，穿刺前按照相应规范对献

血者穿刺部位皮肤进行彻底消除，穿刺过程尽量一次

到位。采血完毕指导献血者按压止血棉球 5min 以上。

采血活动中，严格按照血站采血标准化技术流程进行，

要求一人一针一管一掂巾一用一废弃原则，坚决杜绝

采血用具的不规范使用。采血过程中注意密切观察患

者面色、瞳孔、表情、肢体反应等，一旦发现有献血

反应发生时，需要立即停止采血，及时进行相关处理。

献血后带领献血者到休息室适当休息，留观 30min，确

认无相关献血反应出现再领取相关献血证和纪念品，

离开血站。指导献血者献血后注意保护穿刺部位，24h
内不能浸水，避免被接触不洁物品，限制活动量。为

避免献血后献血反应引起的安全事件发生，献血后 3d
内不能登高作业、高温作业、驾驶车辆、体育竞赛、

熬夜娱乐等。注意多补充水分，保障充分、均衡的营

养摄入，适当补充铁、叶酸、蛋白质、维生素 B12 等。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统计两组献血者献血过程中或献血后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对比护患关系，我院自制问卷对献血者

满意度做出统计，以确定护患关系，100 分为总分，非

常、基本、不满意评价范围分别为 85~100、60~84、
<60 分，总满意度=（基本+非常）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分析所得数据，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2 比较，以率（%）表示，P＜0.05 表示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献血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组献血者轻度献血反应、中度献血反应、重

度献血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尚不具备统

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献血者总体献血反应发

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献血者相关献血反应发生后，通过及时对症处理

或观察后均消失，均未产生严重后果。两组献血者献

血反应发生情况详情见下表 1。 
2.2 对比护患关系 
观察组献血者满意度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下表 2。 

表 1  两组献血反应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轻度献血反应 重度献血反应 重度献血反应 总体献血反应发

生情况 

观察组 150 3（2.0） 2（1.33） 0 5（3.33） 

对照组 150 11（7.33） 5（3.33） 1（0.67） 17（11.33） 

χ2 - 3.1939 0.8788 0.6723 4.7109 

P - 0.0739 0.3485 0.4123 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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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患关系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150 119（79.33） 28（18.67） 3（0.02） 147（98.00） 

对照组 150 66（44.00） 65（43.33） 25（16.67） 125（83.33） 

χ2 -    19.0651 

P -    <0.0001 

 
3 讨论 
献血反应是十分常见的一种献血不良反应，是由

献血者生理、心理、献血环境以及采血操作技术等各

方面因素引起的血容量急剧下降及植物神经功能障碍

为特征的一种综合症[3]。献血反应一般可分为轻度献血

反应、中度献血反应和重度献血反应[4]。轻度献血反应

包括献血中或献血后出现的面色发白、头晕目眩等；

中度献血反应包括除轻度献血反应外的胸闷、恶心、

呕吐、皮肤湿冷、心悸等；重度献血反应包括除轻度、

中度献血反应外的突发昏厥、抽搐、持续性低血压、

知觉暂失以及其他明显的脑缺血症状等[5,6]。献血反应

可对献血者生理及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可

能对献血者再次献血及周围人群献血意愿产生影响[7]。

血站应充分重视献血者相关献血反应，尽量避免献血

反应发生，以保障献血者身心健康和提高献血率[8]。而

引起献血反应发生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献血者生理因

素、心理因素、献血环境以及操作技术等方面[9]。而要

预防献血反应发生，也应该从以上几方面入手，采取

有效干预措施预防献血反应发生。 
本研究观察组所应用的预防献血反应的专项护理

措施中也分别从已知的引起献血反应的相关因素入手，

排除可能由生理因素引起献血反应情况，加强对献血

者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改进献血环境和采血流程，

规范化进行采血操作，从而帮助献血者避免献血反应

发生[10]。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献血者献血后轻度、中

度及重度献血反应发生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而观察组献血者总体献血反应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献血者满

意度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可见，专项护理可降低献血反应和反应程度，同

时有利于护患关系的良好构建。 
综上所述，进行预防献血反应专项护理有助于降

低无偿献血者献血反应发生率，有助于保障献血者身

心健康，也利于献血率的提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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