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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回顾分析院内健康体检人员采血中实施心理干预的作用。方法：纳入时间为2022年1月到2022年12
月，将该时间段院内健康体检人员中随机抽取200例进行研究讨论，通过随机分配法安排为对照组（100例实施常规护理

干预）、观察组（100例实施心理干预），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收集与整理，包括护理前后两组心理状态评分、晕针率、

一次性抽血成功率、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最后利用统计学进行处理。结果：与护理前相比，两组焦虑情绪评分与抑郁情

绪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含义（P＜0.05）。观察组晕针率低于对照组、一次性抽血成

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含义（P＜0.05）。观察组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含义（P
＜0.05）。结论：心理干预在健康体检人员采取中的应用可对体检人员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减轻焦虑情绪与抑郁情绪

对采血不良影响，降低晕针率，提高一次性抽血成功率，为患人员提供更为满意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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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blood collection among health examination 
personnel in the hospital. Method: The inclusion period was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and 200 health examination 
personnel in the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100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100 cases receiving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rough random 
allocation method. Relevant data and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s, needle 
sickness rate, one-time blood sampling success rat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Satisfied with nursing work, and finally processed using 
statistics. Result: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both groups decrease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lower rate of needle sicknes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a higher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blood sampling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health examination personnel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mental health, allevi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n blood collection, reduce the rate of needle sickness,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blood collection, and provide 
more satisfactory nursing services for patients.
Keyword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Health examination; Draw blood from the vein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健

康体检人员数量逐年增加，这对相关护理工作提出了新要

求。健康体检中，采血为重要体检项目，通过采血进行血

常规检查，能够帮助医务人员及时发现患人员是否存在贫

血、凝血功能障碍等疾病，让患人员尽早接受治疗。从体

检中心实际发展来看，体检人员在进行采血时，会因为体

检者数量多、第一次采血、采血护士专业程度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出现不良情绪，使得采血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在

一定程度上还会导致生理不适 [1]。需要重视并加强健康体

检人员采血护理工作，关注体检人员心理健康，针对相关

影响因素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减轻体检人员心理负担，

为采血操作顺利完成提供一定保障 [2]。一般会采取常规模

式开展健康体检人员采血护理工作，虽然能够完成采血措

施，但是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体检人员不良情绪，容易

增加体检人员心理与生理负担 [3]。受到现代医疗卫生事业

不断发展影响，心理干预被逐渐应用到临床护理中，并取

得了不错效果，这为健康体检人员采血中相关护理研究提

供了新方向、新思路 [4]。为此，文中回顾分析了院内健康

体检人员采血中实施心理干预的作用，具体如下。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时间为 202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将该时间段

院内健康体检人员中随机抽取 200 例进行研究讨论，通过

随机分配法安排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包括 100 例，

其中对照组中男性 58 例，女性 42 例，29 岁为最小体检人

员年龄，65 岁为最大体检人员年龄，平均值为（45.03±2.09）
岁；而观察组中男性 59 例，女性 41 例，29 岁为最小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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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年龄，65岁为最大体检人员年龄，平均值为（45.07±2.13）
岁。选择要求：意识与认知均正常；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剔除要求：依从性较低、配合度较低；精神障碍。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此次研究活动。体检人员一般资料由

统计学处理并得出结果不具备统计学方面含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实施心理干预。

1.2.1 常规护理干预

指导患人员做好抽血准备，按照常规标准完成抽血操

作，告知患人员相关注意事项。

1.2.2 心理干预

①强化护理人员培训教育管理工作，积极组织护理人

员按时参加培训活动，让护理人员可以及时掌握最新心理

护理知识与技巧、沟通交流技巧。了解自身护理工作对采

血、抽血化验重要影响，增强护理人员责任意识与安全意

识，主动将自身护理工作落实到位。②定期要求采血人员

参加专业技术培训，要求各个抽血人员操作均符合标准规

范，保证抽血操作专业性，能够一次完成抽血操作，减少

抽血对体检人员造成的生理痛苦。制定相应的规范标准，

要求采血人员能够对自身操作进行约束，提高操作专业性。

③在与体检人员交流时需要注意保持语气温和，了解体检

人员是否存在低血糖史、晕针史、癫痫史，如果存在，需

要利用卧位方式完成采血操作。对体检人员心理状态进行

合理评估，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可在采血窗口附近张贴采

血流程图，让体检人员提前对采血流程有大致了解，同时

告知相关注意事项，让体检人员了解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对

抽血操作重要影响，对体检人员进行语言安抚，避免体检

人员过度紧张。④在抽血过程中需要对体检人员神态进行

观察，如果发现体检人员脸色比较苍白、神态紧张，需要

引导其进行深呼吸训练，并与体检人员保持沟通与交流，

在最大程度上让体检人员放松身体，避免血管收缩，降低

抽血难度，便于抽血工作顺利进行。可提醒患人员将视线

转移到其它地方，避免因观看抽血操作而导致不良情绪。

⑤如果发现患人员存在晕针情况，需要给予适量葡萄糖，

如果有必要可以给予患人员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三环抗抑郁剂等，减轻患人员紧张感、焦虑感与恐慌感。

实际操作过程中，采血人员应保证操作专业性，做到一次

性完成采血操作，保证进针准确、快速。⑥采血结束后，

需要对体检人员进行观察，指导其正确按压采血部位，中

指将采血部位棉球按压住，食指按压穿刺血管近心端位置，

保持两指平行按压状态，按压时间持续 3min；提醒患人员

休息 5—10min，对机体情况进行观察，一旦发现不良反应

需立即采取处理措施。

1.3 判断标准

对两组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进行合理评估，包括焦虑与

抑郁。SAS 焦虑自评量表：最高 100 分，50-59 之间属于轻

度焦虑；60-69 之间属于中度焦虑；69 以上属于重度焦虑。

SDS 抑郁自评量表：最高 100 分，50-59 之间属于轻度抑郁；

60-69 之间属于中度抑郁；69 以上属于重度抑郁。

对两组晕血率、一次性抽血成功率进行统计。

（3）评估两组人员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医院自制满意

程度评估量表，分数 60 以下则判断为不满意，分数 60-85
分则判断为满意，分数 86-100 分则判断为十分满意，十分

满意与满意相加表示总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0.0 系统为处理软件，计量资料由（`x±s）表示，

利用 t 开展检验工作，计数资料由（n,%）表示，利用 X2

开展检验工作，当结果 P值为 0.05 以下时，有统计学方面

的意义。

2 2 结果结果

2.1 焦虑情绪与抑郁情绪

与护理前相比，两组焦虑情绪评分与抑郁情绪评分均

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含义（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前后焦虑情绪与抑郁情绪评分比较（`x±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焦虑（分） 抑郁（分） 焦虑（分） 抑郁（分）

观察组（n=100） 68.88±9.03 69.10±8.33 51.01±4.39 50.93±4.25
对照组（n=100） 68.94±9.99 69.17±8.39 60.03±6.27 59.89±6.11

t 0.044 0.059 11.784 12.038
P 0.964 0.952 0.001 0.001

2.2 晕针率与一次性抽血成功率

观察组晕针率 1%（1/100）低于对照组 10%（10/100），

结果 X2=7.792，P=0.005，差异存在统计学含义（P ＜ 0.05）。

观察组一次性抽血成功率 98%（98/100）高于对照组 84%
（84/100），结果 X2=11.965，P=0.001，差异存在统计学含

义（P ＜ 0.05）。

2.3 满意度

十分满意观察组有 51 例，占比 51%，对照组有 37 例，

占比 37%，结果 X2=3.977，P=0.046；满意观察组有 48 例，

占比 48%，对照组有 51 例，占比 51%，结果 X2=0.180，
P=0.671；不满意观察组有 1 例，占比 1%，对照组有 12 例，

占比 12%，结果 X2=9.954，P=0.001；总满意观察组有 99 例，

占比 99%，对照组有 88 例，占比 88%，结果 X2=9.954，
P=0.001。观察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

含义（P ＜ 0.05）。

3 3 讨论讨论

心理干预措施主要是指，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通

过多种方式与途径对患人员心理状况进行积极影响，最终

达到护理目标的一种护理方式。主要包括建立良好护患关

系、争取家属亲友的密切配合、强化健康宣教、为患人员

创造优美舒适的治疗与休养环境、对患人员生活进行合理

安排、合理使用心理疗法等内容，将其运用到临床护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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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改善患人员心理状态，对提升康复效果有着重要

意义。与常规护理模式相比较，心理干预能够针对患人员

具体情况，及时采取对应措施，有效改善患人员心理状态，

提高护理效果，促进康复 [5]。

    徐慧敏 [6] 等研究中发现给予血小板献血人员全程心

理护理干预，可对献血人员抑郁情绪与焦虑情绪进行改善，

降低献血反应发生率。心理干预在健康体检人员采血中的

应用，主要是通过加强护理人员培训管理，要求护理人员

全面掌握心理干预知识与操作技巧，不断提升护理专业性

与自身综合素质，保证护理质量，为心理干预顺利开展提

供一定保障。要求抽血人员进行规范操作，能够一次性抽

血成功，避免反复抽血加重体检人员心理负担 [7]。这与文

中研究结果一致，观察组晕针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

计学含义（P ＜ 0.05）。在抽血前了解患人员是否存在特

殊情况，合理选择抽血方式；合理评估体检人员心理状态，

利用语言、肢体动作等方式帮助其调整情绪；在采血处周

围张贴采血流程图，让体检人员体检了解采血流程，同时

耐心讲解相关注意事项；采血中保证操作规范，确保一次

性采血成功，避免反复采血引起生理不适。从文中研究结

果来看，观察组一次性抽血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

统计学含义（P＜0.05）。实际操作中利用聊天转移其注意力，

引导体检人员利用深呼吸进行放松；采血完成后告知体检

人员正确按压方式，对体检人员进行观察，及时发现异常

并采取处理措施，降低不良反应发生风险，通过这些措施，

有效减轻体检人员焦虑情绪与抑郁情绪 [8]。结合文中研究

结果，与护理前相比，两组焦虑情绪评分与抑郁情绪评分

均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含义

（P ＜ 0.05）。经过心理干预，体检人员顺利完成采血操

作，减轻采血带来的心理方面、生理方面不适感，为体检

人员提供更为满意的采血护理服务。本研究显示，观察组

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含义

（P ＜ 0.05）。王会娟 [9] 等研究中发现，给予体检静脉血

采集人员心理护理，通过采血前与体检人员保持良好沟通，

对体检人员进行采血相关事项讲解，通过交流对其心理状

态进行分析，利用语言对其进行情绪安抚；在采血过程中

保持动作轻柔，利用体检人员感兴趣的话题分散其注意力，

利用心理暗示与深呼吸放松训练指导体检人员调整负面情

绪，给予相应的鼓励与支持；采血后进行穿刺口专业压迫

指导，给予提供温水等人性化服务，能够降低晕针率，帮

助患人员将心率与血压稳定在合理状态，减轻患人员应激

反应，提高患人员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综上所述，心理干预在健康体检人员采取中的应用可

对体检人员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减轻焦虑情绪与抑郁

情绪对采血不良影响，降低晕针率，提高一次性抽血成功率，

为患人员提供更为满意的护理服务，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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