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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在门诊抽血室患者的应用效果及可行性分析
阮春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10）

【摘　要】目的：探索健康教育在门诊抽血室患者的应用效果及可行性。方法：择取 80 例门诊抽血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摸
球随机分组，两组中各有 40 例，对照组行常规抽血指导，观察组行健康教育，分析两组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度和患者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度为 90.00% 而对护理工作满意度为 100.00%，数据表现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健康教育对提
高门诊抽血室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水平及其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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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血验血是诊断疾病的基本方式，此过程中需辅以科学的

护理模式，才能大幅度提高门诊抽血室工作质量。常规抽血指

导和健康教育都是针对门诊抽血室患者所采用的医学护理技术
[1]，而从门诊抽血室患者角度出发，健康教育在护理过程、内

容等方面更加全面细致，故更加科学有效 [2]。为验证这一结论，

本文将对健康教育进行分析，判断其临床应用价值。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所有患者的挑选方式如下：均在 2018-2019 年期间进行挑

选，筛选满足如下条件的患者：首先患者必须病史清晰，病历

资料齐备，可有利于回顾分析其病情资料，每名患者均在本门

诊内接受抽血检查，经过与患者及其家属深入交流，使其明确

此次试验的基本方法、内容、过程和目的，在其自愿情况下签

署知情同意书，医疗团队均明确试验对象的基本情况，积极配

合本次试验。经过筛选留下的 80 例患者通过摸球分组，奇数

号划分到对照组，共40例，男女比例近1:1；平均（45.12±12.52）

岁。偶数号划分到观察组，共 40 例，男女比例近似 1:1，平均

（45.62±12.33）岁。组间资料对比，P>0.05。

1.2 操作方法

对对照组实施常规抽血指导，即告知患者抽血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积极配合抽血工作。

 对观察组实施健康教育，主要包括：（1）基础性抽

血知识展示：在患者等待区设置展板，张贴宣传图片以及抽血

室工作流程、抽血须知。（2）一对一口头健康宣教：采取主

动服务方式，体现对患者的关心和体贴，在抽血前向患者详细

介绍抽血常识，比如抽血前 1 天禁食油腻和高蛋白食物，禁止

饮酒，抽血当天早晨禁饮食和服用药物，穿袖口宽松衣物以便

于挽袖等等，抽血即将开始前平复患者的紧张情绪，指导患者

攥拳，抽血完成后建议患者服用温开水和白糖水以补充糖分。

（3）人性化书面宣教：向每一名抽血患者发放自制的“抽血

知识小贴士”卡片，卡片中注明抽血注意事项，如取试管后核

对姓名，抽血后棉签按压 3-5 分钟，领取时间和地点等。

1.3 观察指标

（1）统计患者健康知识掌握度，以“抽血知识小贴士”卡

片中的内容为核心制作抽血知识测验卷，满分 100 分，包括完

全掌握（100分），部分掌握（60分 -99分），未掌握（0分 -59

分）几个指标，健康知识掌握度=完全掌握率+部分掌握率。（2）

统计患者满意度，患者填写满意度调查问卷，百分制，评分为

100 分的患者即对护理工作非常满意，评分为 60 分 -99 分的患

者即对护理工作一般满意，评分为 0 分 -59 分的患者即对护理

工作不满意，筛除不满意患者外其余患者均计入满意度计算。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0.0 处理计数和计量，分别 χ2 和 t 检验，差异显著

（P<0.05），其余判定为数据无差异。

2 结果分析

2.1 患者健康知识掌握度

观察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度更高（P<0.05）。见表 1。

表 1患者健康知识掌握度 [n(%)]

组别 例数 完全掌握 部分掌握 未掌握 健康知识掌握度
观察组 40 21（52.50） 15（37.50） 4（10.00） 36（90.00）
对照组 40 15（37.50） 11（27.50） 14（35.00） 26（65.00）

χ2 - - - - 7.1685
P - - - - 0.0074

2.2 患者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更高（P<0.05）。见表 2。

表 2患者满意度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33（82.50） 7（17.50） 0（0.00） 40（100.00）
对照组 40 27（67.50） 6（15.00） 7（17.50） 33（82.50）

χ2 - - - - 7.6712
P - - - - 0.0056

3 讨论

门诊抽血验血通常为疾病诊断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

步，只有提高门诊抽血室患者的健康知识水平，才能使其积极

配合抽血验血工作。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在知识掌握度和护

理满意度两个方面均优于对照组，这说明健康教育对门诊抽血

室患者的护理效果非常好，故可对门诊抽血室患者给予健康教

育从而提升护理质量。

健康教育措施包括基础性抽血知识展示、一对一口头健康

宣教、人性化书面宣教几个方面全面提升护理效果，提高门诊

抽血室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水平及其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具

体来说：健康教育方案包含多项科学措施，共同营造良好的健

康教育环境，患者在抽血前可以通过展板、语言、手册等多种

信息载体深入了解抽血过程和相关注意事项，在抽血时便可照

做，从而极大提高门诊抽血室工作质效 [3-4]。综上所述，健康

教育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护理核心，专注于护理

过程和护理内容进行优化，通过多种科学护理措施体现对门诊

抽血室患者的精细化护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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