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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门诊静脉采血患者负面情绪的改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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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心理护理干预对门诊静脉采血患者负面情绪的改善价值研究。方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6 月到 2020 年 3 月
中的 66 例静脉采血患者作为护理研究对象，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各 33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研究组采用心理
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发生情况（紧张、害怕、抵触）。结果：研究组患者出现负面情绪比对照组低，研究组护理
满意度比对照组高。所有指标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心理护理干预对门诊静脉采血患者负面情绪的改善中，
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出现的负面情绪，提升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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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静脉采血中，很多患者采血的自主配合依从性较差，

由于害怕针刺，害怕疼痛，存在一定的抵触情况，导致采血难

度增加。医院经常在给患者进行采血的时候都会出现排斥、闪

躲、烦躁等不良现象，采血难度相对比较大，还容易产生医患

纠纷。所以，本次研究针对门诊静脉采血患者采用心理护理进

行研究，观察其负面情绪改善情况。具体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9 年 6 月到 2020年 3 月中的 66 例静脉采血患

者作为护理研究对象，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各 33 例；

研究组的年龄在24岁到 58岁，平均年龄为（45.54±6.13）岁，

男 21 例，女 12 例；对照组年龄在 25 岁到 57 岁，平均年龄为

（45.84.54±6.20）岁，男 18 例，女 15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主要在静脉采血的时候按照操

作标准进行采血。研究组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对患者进行干预。

具体包含：①积极和患者进行沟通，尽量安抚消除患者的不良

情绪。如果患者处于严重恐惧、紧张的状态，可以通过和患者

聊天等方法分散患者的注意力，减轻患者的心理反应，提升配

合依从性 [1]。然后对患者也要做好心理护理，引导患者积极配

合，劝解患者减轻不良情绪。②全程应该面带微笑，和患者沟

通的时候应该语气轻柔，耐心回答患者的问题，建立良好的护

患关系。不能大吼大叫，给患者带来不好的感觉 [2]。③因为患

者的体重、脂肪分布等不同，需要选择合适的部位和合适的血

管进行采血，提升采血的成功率。④增强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

培养，如果反复对患者进行穿刺会导致患者出现不满情绪，可

能会对护理人员进行批评，出现医患纠纷。所以护理人员一定

要加强采血穿刺的技能学习及实践训练。在穿刺前向患者讲解

穿刺过程可能出现的情况，避免出现矛盾 [3]。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发生情况，包含恐惧、紧张、抵触、

安静等情绪。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

率，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x ±s，组间比较选

择 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负面情绪发生情况对比

研究组患者负面情绪改善比对照组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如表 1：

3 讨论

静脉采血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相关检查，协助疾病的诊断，

了解疾病治疗的效果，并且指导下一步的治疗。由于很多患者

害怕疼痛，对于采血很排斥，在进行静脉采血的时候，很容易

出现紧张、抵触、恐惧等负面情绪，导致静脉采血工作难以进

行。所以护理人员在给患者进行静脉采血之前适当的进行护理

干预，可以促进患者配合采血的依从性，提升采血的成功率。

在给患者进行静脉采血的时候，通过常规的护理是没有办

法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容易出现患者不配合采血的情况，就

会出现乱动、闪躲等现象。导致护理人员需要多次进行穿刺，

使患者也会产生不满，降低了采血效率。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心

理护理干预患者静脉采血，能够全面、细致的对患者进行护理
[4]。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最大限度的消除患者出现的不良情绪，

使其积极的配合采血。在采血前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制定合

理的护理措施，采用转移患者注意力的方法，和患者建立良好

的关系，消除抵触的心理。同时主动和患者讲解采血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不良情况，获得患者的理解，避免采血过程中出现纠

纷。然后加强采血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其更加专

业，避免给患者带来疼痛。本研究对患者采用心理干预后，明

显降低了紧张、恐惧、抵触等不良情绪的出现，值得推荐。

综上所述，对于门诊静脉采血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干预，能

够改善患者出现的负面情绪，使得静脉采血工作更加顺利的开

展，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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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负面情绪发生情况对比（n,%）

组别 n 恐惧 紧张 抵触 安静
研究组 33 7（21.21） 6（18.18） 7（21.21） 20（60.60）
对照组 33 18（54.54） 17（51.51） 19（57.57）  5（15.15）

X2 / 7.791 8.075 9.138 14.488
p / 0.005 0.004 0.003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