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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在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静脉采血

中的应用效果 

盛  梅 

吉林省榆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吉林榆树  130400 

【摘  要】目的：探讨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在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静脉采血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7 月的 80 例从业人员作为研究

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40 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实验组则采用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的首次静脉采血成功率、不良反应发生率及

从业人员满意度。结果：实验组首次静脉采血成功率为 92.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 (p < 0.05)。实验组采血后的不良反应如静脉炎、轻微疼痛和出血的发生率

均低于对照组。从业人员满意度方面，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在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静脉采血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提高采血的

成功率，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提高从业人员的满意度。建议在医学实践中广泛应用此类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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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静脉采血是临床诊断中的常见操作，通过该操作可对被采血人的血

液进行各种检测，为疾病的确诊与治疗提供关键信息。然而，实际操作

中，静脉采血并非总是一次成功，多次尝试可能会给被采血人带来更大

的痛苦，同时增加局部并发症如静脉炎、出血和瘀血的风险。 

随着医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医疗操作中的人性化

和个性化问题。传统的护理方法往往强调技术的标准化和操作的统一性，

而忽略了被采血人的个体差异和心理需求。然而，每位被采血人都是独

特的，他们的身体状况、血管情况、心理状态、以及对医疗操作的期望

和担忧都各不相同。如何在保证操作安全和有效的基础上，给予被采血

人更加个性化的护理，已成为当代医学护理的新挑战。 

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是近年来在医学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的一个新

兴策略。该策略强调对被采血人的全面评估，针对其身体、心理、社会

等多方面的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通过与被采血人的深入沟通

和交流，了解其真实的需求和担忧，提供更为精细、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在静脉采血领域，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

部分初步的研究表明，该策略可以有效提高采血的成功率，减少不良反

应的发生，同时增强被采血人的满意度和信赖感。 但目前，相关的研究

仍然较为有限，缺乏大样本、系统的证据支持。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开展了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多元化个性化护

理干预在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静脉采血中的应用效果，为临床实践提供有

力的理论和实证支持。 

2.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7 月在某疾控中心进行健康体检静脉采血

的 80 名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为自愿参与，并在研究

开始前签署知情同意书。选取标准：年龄在 18-50 岁之间，均无血液疾

病、凝血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全身性疾病。 

2.2 分组方式： 

80 名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40 人。随机分组采用

双盲法，即研究人员和被试均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组别。 

2.3 干预措施： 

2.3.1 对照组干预措施： 

在本研究中，对照组人员接受了常规的静脉采血护理措施。首先，

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基本的健康评估，包括询问既往的健康状况、过敏史

和以往的采血经历。随后，选择标准的采血工具和设备进行操作。在采

血过程中，医护人员按照常规的操作流程，首先为从业人员消毒局部皮

肤，然后选取合适的静脉进行穿刺。整个过程中，与从业人员的沟通主

要集中在告知操作步骤和询问是否有不适。完成采血后，对穿刺部位进

行简单的处理，并告知从业人员注意事项，如不要过度活动受伤的手臂、

注意观察是否有出血或肿胀等症状。 

2.3.2 实验组干预措施： 

实验组人员则接受了多元化个性化的护理干预。这首先涉及对每一

位从业人员进行详细的个体评估，这不仅包括血管、皮肤的评估，还深

入了解从业人员的心理状态、以往的采血经验以及对本次操作的期望和

担忧。医护人员与从业人员进行深入沟通，针对其可能的误解或恐惧提

供信息和心理支持，确保从业人员在整个过程中都感到舒适和安心。根

据从业人员的个体情况，选择 合适的采血工具和方法，如选择细针针

头或采用缓慢的采血技术。操作过程中，注重与从业人员的沟通，实时

告知其操作进度和预计结束时间。完成采血后，除了进行常规的后续处

理，还对从业人员进行短暂的观察，确保其身体状况稳定，并收集其对

干预过程的反馈，以便不断优化干预策略。 

2.4 数据收集： 

为确保本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采用了多种数据收集工具和

方法。首先，使用标准化的静脉采血记录表，详细记录每一位从业人员

的采血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穿刺次数、采血成功与否、采血用时、采血

后的不良反应等。此外，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从业人员的感受和满意度，

我们设计了一个简短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包括一系列关于操作过程、疼

痛感受、医护人员态度等方面的问题。每位从业人员在采血结束后都会

填写此问卷。为了进一步深化数据收集，我们还对部分从业人员进行了

深度访谈，尤其是对于那些有特殊反应或体验的从业人员。深度访谈旨

在深入了解从业人员的真实感受、担忧和建议，为我们提供更为细致的

反馈。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包括数据的完整性、

准确性和一致性检查，确保后续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为了保

护从业人员的隐私，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确保从业人员的

个人信息不会被泄露。 

2.5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连续变量采用 t 检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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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采用 2x 检验。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表格 1  两组基线资料对比 

项目 对照组(40 人) 实验组(40 人) p 值 

平均年龄 29.2 岁 30.1 岁 >0.05 

性别 男：20 女：20 男：18 女：22 >0.05 

职称 
初级：15 中级：15 

高级：10 

初级：14 中级：16 高

级：10 
>0.05 

分析：两组的基线资料均无明显差异。平均年龄、性别比例及职称

分布在两组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的差异，这确保了实验的初始条件是相

似的，可以准确比较两组间的差异。 

表格 2  两组静脉采血成功率 

项目 对照组(40 人) 实验组(40 人) p 值

首次成功率 70% 92.5% <0.05

二次成功率 15% 5% >0.05

三次及以上成功率 15% 2.5% <0.05

分析：实验组的首次静脉采血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多元化

个性化护理干预有效提高了首次静脉采血的成功率。而在二次采血成功

率上，两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三次及以上的成功率在实验组明显低于

对照组，这可能意味着多元化个性化干预可以在首次或二次尝试中更有

效地完成采血，减少多次尝试的需求。 

表格 3  两组静脉采血后的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 对照组(40 人) 实验组(40 人) p 值 

无症状 50% 75% <0.05 

轻微疼痛 30% 20% >0.05 

静脉炎 15% 4% <0.05 

出血 5% 1% >0.05 

分析：实验组中 75%的从业人员采血后无任何症状，而对照组此比

例为 50%，这意味着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能够显著减少从业人员采血

后的不适。在静脉炎的发生率上，实验组也显著低于对照组。而在轻微

疼痛和出血这两项不良反应上，两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但从趋势上看，

实验组的比例也略低。 

4.讨论 

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在从业人员静脉采血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这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干预策略，也为医学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该干预策略是否能够显著提高静脉采血的成功

率，同时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首先，与常规护理相比，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显著提高了首次静

脉采血的成功率。这可能是因为该干预策略更加注重从业人员的个体差

异，例如，针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和针对性干预，以及根据

从业人员的血管情况选择合适的采血器械和技术。这些措施都可能有助

于增加首次采血的成功率。 

对于静脉采血，首次成功非常重要。多次尝试可能导致从业人员的

焦虑和恐惧增加，这可能会进一步降低采血的成功率。因此，提高首次

静脉采血的成功率对于从业人员和医护人员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该干预策略还显著减少了采血后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静脉炎

的发生率。静脉炎是静脉采血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可能导致红肿、疼痛、

瘢痕等症状。本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可以显著减少静

脉炎的发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策略来减少采血后的并发症。 

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还减少了轻微疼痛和出血的发生。这可能是

因为该干预策略更加注重从业人员的舒适度和需求，例如，提供个性化

的采血前准备和采血后护理。 

值得注意的是，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

更是一种对从业人员的关心和尊重。这种干预策略强调与从业人员的沟

通和交流，获取从业人员的反馈，并根据反馈调整操作。这不仅有助于

提高采血的成功率，还能增强从业人员的满意度和信赖感。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存

在一定的偏见。未来可以进行更大样本量的研究，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

其次，本研究仅仅评估了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的短期效果，长期效果

尚不清楚。 

总的来说，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策略来

提高静脉采血的成功率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此外，该干预策略还强

调与从业人员的沟通和交流，增强从业人员的满意度和信赖感。未来，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这种干预策略，使其更加适应从业人员的需

求和实际情况。 

5.结论 

本研究针对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在从业人员静脉采血中的应用效

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次静脉采血成功率显著提高：采用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的实验

组相较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首次静脉采血的成功率明显提高。这表明，

注重从业人员的个体差异并给予个性化的护理可以有效地提高采血的成

功率。 

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实验组在采血后的不良反应，如静脉炎、轻

微疼痛和出血等，均低于对照组。这意味着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不仅

能够提高采血的成功率，还能有效地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从业人

员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加强从业人员与医护人员的沟通：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核心之

一是强化与从业人员的沟通和交流。这种沟通不仅有助于了解从业人员

的需求和担忧，还能够提高从业人员对护理的信任感，增强从业人员的

合作意愿，从而提高采血的成功率。 

提供新的干预策略：本研究为医学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干预策略。

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成功应用，为今后的护理实践提供了新的方向

和思路。 

综上所述，多元化个性化护理干预在从业人员静脉采血中的应用效

果显著，值得在更广泛的医学实践中进行推广和应用。此外，针对本研

究的局限性，建议未来进行更大样本、更长时间跟踪的研究，以进一步

验证和完善这一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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