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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护士抽血技巧对患者抽血疼痛感减轻的临床教学 

黄翠荣 

深圳市龙华区妇幼保健院 门诊办抽血处  518000 

【摘  要】目的：探索提高护士抽血技巧对患者抽血疼痛感减轻的临床教学效果。方法：2023 年 1 月到 2023 年 6 月，随机选取 70 名护士为研究对象，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5 名护士。观察组护士接受"提高护士抽血技巧对患者抽血疼痛感减轻的临床教学"的专项培训，对照组护士接受常规护理技巧培训。随

机选择接受其采血的 70 名患者进行评估，包括抽血疼痛感（VAS 评分）、满意度、以及焦虑（SAS）和抑郁（SDS）等心理压力。结果：观察组患者的 VAS 评分（2.76

±0.68）显著低于对照组（5.23±1.09），满意度评分（93.45±4.72）显著高于对照组（82.53±6.81），SAS 评分（35.87±6.34）和 SDS 评分（38.64±7.29）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 SAS 评分（44.23±8.45）和 SDS 评分（46.55±9.13），所有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提高护士抽血技巧对患者抽血疼痛感减轻的

临床教学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的抽血疼痛感，提高患者满意度，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压力，具有较好的临床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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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teaching to improve nurses 'blood drawing skills to reduce the pain of patients' blood drawing 

Huang Cu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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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teaching effect of improving nurses' blood drawing skills on reducing the pain of patient blood drawing. 

Methods：From January 2023 to June 2023，70 nurs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5 nurses in each group. Nur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pecial train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to improve nurses 'blood drawing skills for patients' 

blood drawing pain reduction"，and nur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ining in routine nursing skills. Seventy patients who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receive their blood collection were evaluated，including blood drawing pain（VAS score），satisfaction，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such as anxiety（SAS）and 

depression（SDS）. Results：VA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2.76 ± 0.68）（5.23 ± 1.09），satisfaction（93.45 ± 4.72）（82.53 ± 6.81），SAS（35.87 

± 6.34）and SDS（38.64 ± 7.29）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AS（44.23 ± 8.45）and SDS（46.55 ± 9.13），all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1）. Conclusion：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improving nurses 'blood drawing skills to reduce the pain of patients' blood drawing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ain of patients 'blood drawing，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reduc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have good clinical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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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质量

和技术水平已成为病人评价医疗机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抽血这样的

常规操作中，护士的技巧直接影响到病人的体验和满意度。在众多的护

理操作中，抽血是一项极其常见但对技巧要求较高的操作。而疼痛，作

为抽血过程中病人最为关注的问题，如何通过提高护士的抽血技巧以减

轻患者抽血疼痛感，是本次研究探讨的问题。 

抽血是医疗检测的重要步骤，但抽血疼痛可能引起病人对医疗检查

的抵触，影响医疗服务的顺利进行。因此，降低抽血疼痛是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的重要环节。既有研究表明，护士的抽血技巧、经验和操作习惯

对疼痛感有显著影响[1]。而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显著提高护士的抽血技术

水平，从而减轻病人抽血时的疼痛感[2]。 

然而，当前在护士教育中，对抽血技巧的教学往往以理论知识为主，

缺乏针对性的实践操作训练。此外，抽血技巧的评估和反馈也不够及时

和准确，导致护士在操作中难以做出及时的调整，无法有效改善病人的

疼痛感。 

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护士抽血技巧的教学和实践，探讨如何减

轻病人抽血时的疼痛感，从而提供一个有针对性的抽血技巧教学模式，

为提高护士的抽血技术水平，改善病人的疼痛感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本

次研究，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护理教育的发展，提高护理服务质

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3 年 1 月到 2023 年 6 月，随机选取 70 名护士为研究对象，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5 名护士。观察组护士均为女性。护士的年龄

在 22 岁到 45 岁之间，平均年龄（31.22±6.17）岁。从业时间在 1 年到

15 年之间，平均（8.34±3.67）年。对照组护士均为女性。护士的年龄在

23 岁到 44 岁之间，平均年龄（31.86±6.03）岁。从业时间在 1 年到 15

年之间，平均（8.12±3.88）年。两组护士的一般资料在性别、年龄和从

业时间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观察组：观察组护士接受了"提高护士抽血技巧对患者抽血疼痛感减

轻的临床教学"的专项培训。此培训课程包括了如何通过改进抽血技术、

使用无痛抽血器材和优化抽血流程，以减轻患者抽血时的疼痛感。此外，

该课程还包括了如何在抽血过程中提供舒缓压力和安慰，以降低患者的

心理压力和疼痛感。 

对照组：对照组护士按照通常的抽血程序进行抽血操作，接受常规

教学培训，没有接受特殊的抽血技巧培训。他们的抽血技术和流程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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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不包括特定的疼痛减轻措施。 

1.3 观察指标 

在两组护士完成培训后随机选择接受其采血的一名患者进行评估，

患者也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5 名患者，保证两组患者的基线资

料无差异，评估指标如下所示。 

患者抽血疼痛感的改变：使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对患者抽血前后的疼痛感进行评估，VAS 评分范围为 0-10，0 代表

无痛，10 代表最强痛感[3]。 

患者满意度评估：采用自制患者满意度评估量表评估患者对护士抽

血操作的满意度，包括对护士的专业技术、沟通能力、抽血过程中的舒

适度等方面的满意度。总分 100 分，得分与满意度呈正比。对该问卷进

行了信度与效度评价，信度为 0.841，效度为 0.862，信度与效度均符合要

求[4]。 

患者的心理压力评估：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对患者抽血前

后的心理压力进行评估[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建立数据库。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例如均值和标准差，

描述和比较两组护士和患者的一般资料，以及观察指标的变化情况。使

用 t 检验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VAS 评分、满意度评分，以及 SAS

和 SDS 评分等观察指标的差异。P＜0.05 表示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疼痛感评估 

对两组患者的视觉模拟评分进行了统计与比较，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视觉模拟评分比较（ sx  ） 

组别 VAS（分） 

观察组 2.76±0.68 

对照组 5.23±1.09 

t 5.641 

p 0.000 

2.2 满意度评估 

对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得分进行了统计与比较，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满意度得分比较（ sx  ） 

组别 满意度（分） 

观察组 93.45±4.72 

对照组 82.53±6.81 

t 21.274 

p 0.000 

2.3 心理压力评估 

对两组患者的焦虑（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等心理压力进行了统计与比较，结果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心理压力评估比较（ sx  ） 

组别 SAS（分） SDS（分） 

观察组 35.87±6.34 38.64±7.29 

对照组 44.23±8.45 46.55±9.13 

t 12.627 13.574 

p 0.000 0.000 

3 讨论 

本次研究是通过提高护士抽血技巧来减轻患者抽血疼痛感的临床教

学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改善护士的抽血技巧能有效降低患者的疼痛感，

提高患者对护士操作的满意度，以及降低患者的心理压力。这些结果对

于护理教育以及临床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首先，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教育和培训对于提高护士的抽血技巧，

以及降低患者的疼痛感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观察组，护士接受了系统的

抽血技巧教育和训练，结果显示，其患者的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这表明，通过教育和培训，护士的技术操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有效降

低了患者的疼痛感[6]。这一结果呼吁我们在护士教育和培训中，需要加大

对抽血等技术操作的培训力度，以提高护士的技术操作水平，从而提高

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其次，本研究发现，改善护士的抽血技巧，不仅能降低患者的疼痛

感，还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在观察组，患者对护士操作的满意度得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护士的技术操作水平对于患者的满意度有着

直接的影响。当患者感到疼痛感降低，舒适度提高时，对护士的操作满意

度自然也会提高。这一结果表明，提高护士的技术操作水平，不仅能改善

患者的生理体验，还能提高患者的心理感受，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7]。 

最后，本研究结果显示，改善护士的抽血技巧，还能降低患者的心

理压力。在观察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压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这表明，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护士的抽血技巧，不仅能降低患者的生

理疼痛，还能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这一结果强调了，护士的技术操作

不仅直接影响患者的生理体验，也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因此，

提高护士的技术操作水平，对于改善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是非常重

要的[8]。 

总的来说，本次研究的结果强调了提高护士抽血技巧对于改善患者

的生理体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的重要性。这为

我们的护理教育和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我们需要在护士的技术

操作培训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以提高护士的技术操作水平，从而

提高患者的护理体验和满意度，促进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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