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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抽血患者的心理反应及护理观察 
刘桐宇 张亚 杨琳 孔维玮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 北京  100006） 

【摘要】目的：分析疾控中心患者的心理反应特点，及相应的护理策略。方法：随机选取疾控中心抽血 360 例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双盲
法将其随机分为常规组（n=180）和研究组（n=180），给予常规组患者实施疾控中心抽血传统护理，给予研究组抽血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差异和抽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结果：经过对所选患者调查显示，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组，并且其
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明显轻于常规组，组间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疾控中心抽血患者临床护理工作中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取得显
著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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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疾控中心静脉采血属于临床上最为常见的护理操作，而在

实施抽血过程中有部分患者会因为过度紧张、恐惧等心理情绪，影响
抽血的顺利进行。基于此，本研究以疾控中心行抽血操作的 360 例患
者为调查对象，分析对其采用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抽血患者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0 月疾控中心 360 例行抽血操

作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双盲法将其随机分为常规组（n=180）和研
究组（n=180），其中常规组男性 104 例，女性 76 例，患者年龄下限
为 22 岁，年龄上限为 65 岁，平均年龄为（47.80±3.17）岁；研究组
男性 105 例，女性 75 例，患者年龄下限为 22 岁，年龄上限为 67 岁，
平均年龄为（47.83±3.20）岁。对比两组抽血患者临床资料，p>0.05,
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给予常规组患者采用传统抽血护理，患者抽血前询问其是否空

腹，并选择合适的位置进行穿刺，根据流程绑止血带，并进行常规消
毒，消毒范围直径应在 5cm 以上，护理人员左手帮助患者绷紧皮肤，
而右手拿注射器，针头倾斜角度在 15°至 30°之间，当见到回血后
推进少许，并进行固定，当抽血量得到所需后将止血带松开，同时叮
嘱患者松拳。采用棉棒对穿刺点见按压，并迅速拔针，告知患者持续
按压穿刺部位。给予研究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1）心理干预，在抽
血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密切关注其情绪波动，对于一些紧张、焦虑的患
者应主动与其进行沟通，并为患者详细介绍抽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同时还需要耐心倾听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于情绪较差者给予针对性
心理疏导。抽血前，护理人员需要为其介绍抽血的整个流程，并告知
其注意事项和容易产生不良反应，以此提高其对抽血的认知度；抽血

后应指导其对穿刺点进行正确按压，告知其持续按压时间在 2min 以
上；（2）全面护理，对于一些存在血液并、肝病等患者应适当延长按
压止血时间，叮嘱患者按压时不可对穿刺点进行揉搓或选择棉签。在
抽血时应采用血管饱满、弹性好的，争取做到一次穿刺成功，避免对
患者造成较大痛苦。当患者抽血后出现血肿现象，应及时采用冷敷方
式，减少出血好充血现象，在 48h 后需要采用热敷法，以此促进局部
吸收。 

1.3 观察指标 
采用满意度调查表对所选疾控中心出血患者进行调查，满分设置

为 100 分，分值越高说明患者对抽血护理工作越满意。并统计两组患
者抽血时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其中主要包括穿刺失败、疼痛、出血、
血肿等。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所选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差异和抽血不良反应发生率

差异所产生的数据采用 SPSS20.0 软件分析，计数数据（%）显示，
x2 检验，计量结果以（ x

—

±s）表示，t 进行检验，以 p<0.05 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抽血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差异 
经过对所选抽血患者调查显示，常规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评分

为（85.18±5.20）分，研究组满意度评分为（98.15±1.11）分，组间
比较（t=4.291，p<0.05）有统计学意义。 

2.2 对比两组患者抽血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 
调查显示，常规组患者抽血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0.56%，而研

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67%，组间比较（x2=18.351，p<0.05）有统
计学意义。详见下表。 

对比两组患者抽血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n，%） 
组别 例数 疼痛（n） 出血（n） 血肿（n） 一次穿刺失败（n） 不良反应发生率（%） 

常规组 180 6 5 5 3 10.56 
研究组 180 1 1 1 0 1.67 

x2      18.351 
p      <0.05 

3 讨论 
静脉抽血对患者疾病的诊断和预后判断有重要意义，而部分初次

抽血患者以及一些老年患者，在抽血过程中极易出现晕血、紧张、恐
惧等不良反应，此类不良反应极易对抽血的顺利进行造成影响，因此
护理人员在对患者抽血时应对其采用科学的护理干预，有效缓解其紧
张、焦虑等负面情绪，避免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同时疾控中心还需要
不断提高护理人员穿刺技术、护理技能等综合能力，争取在穿刺时做
到一次成功，穿刺时做到快、准、轻，从而为抽血患者提供更加优质
的护理服务。 

综上所示，在疾控中心抽血患者临床护理工作中采用综合护理干
预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护理质量，同时对降低抽血患者不良反应发
生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此护理模式值得在抽血患者护理工作中被
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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