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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健康体检静脉采血中的应用价值体会 
牛爱萍 

(菏泽市中心血站体采科  274000) 

摘要：目的：探讨体检者在静脉采血后接受常规护理和舒适护理对于患者体检感受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5 月我院健

康体检中心提供静脉采血检查的患者 60 例开展研究，所有患者均接受静脉采血。结合不同的护理服务模式进行分组。常规组应用传统护理

措施，实验组采用舒适护理。分析对比患者对体检静脉采血的护理服务满意度、针对采血期间疼痛、焦虑的评分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结果：实验组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实验组在护理干预后疼痛、焦虑水平均显著优于常规组，P＜0.05。实验组患者

在静脉采血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常规组，P＜0.05。结论：舒适护理在健康体检静脉采血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可以显著提高静脉

采血质量，对于患者的生理感受、心理压力等多方面均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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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采血属于临床与健康检查中相当常用的一种护理方式，在

静脉血样采集操作中，可能会因为按压时间不足以及方式不合理等

因素而导致局部血肿、皮肤充血等症状。这一些问题同样也是护理

工作纠纷与投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1]。在采血期间对于穿刺与穿

刺实施的质量是规避各种风险问题的直接方式，同时也是提高临床

体检护理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伴随着近些年市场经济持续发展，

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体检意识也在随之增强，此时对于

健康管理的理念以及疾病的预防控制意识也在随之提升[2]-[3]。近些

年每年接受健康体检的群体数量不断增多，再加上静脉采血属于必

然性的检查措施，所以在体检服务期间静脉采血的护理服务质量很

大程度决定着整个体检护理的质量水平，同时也是患者对医院服务

形象理解与质量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4]。对此，本文基于研究方式

探讨静脉采血期间舒适护理的应用作用。详细研究研究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5 月我院健康体检中心提供静脉采

血检查的患者 60 例开展研究，所有患者均接受静脉采血。基于不

同的护理措施进行分组，其中实验组 30 例，男女 18 例、12 例，年

龄（51.61±5.71）岁；常规组 30 例，男女 17 例、13 例，年龄（51.25

±5.46）岁。分组基础资料无统计学价值，P＞0.05。 

入选标准：可以配合体检要求进行采血；有正常清晰的意识与

认知功能。 

排除标准：存在凝血功能障碍；明显晕针晕血；存在脏器功能

缺损病症。 

1.2 方法 

常规组应用常规护理，主要是进行常规的静脉采血操作。 

实验组采取舒适护理，具体措施如下：1、环境护理。首先为

患者提供舒适的体检环境，确保体检中心温湿度以及光线强度的适

宜性。其次护理人员在与患者沟通时应当保持亲切的态度，促使患

者能够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注，尽可能消除患者的紧张、恐惧等情

绪表现；2、心理护理。在患者进入体检中心时、进行静脉采血时

应当主动与患者接近并保持有效沟通，尽可能掌握患者的内心想

法，及时回答患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为患者介绍静脉采血知

识、体检项目等，告知患者静脉采血治疗的必要性和静脉采血期间

的常见问题，提前告知患者静脉采血治疗后可能存在的疼痛感和缓

解疼痛的方法，尽可能消除患者对于疼痛的顾虑心态，促使患者可

以保持相对放松的心态。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担忧采血的患者，沟

通时尽可能以“朋友”的身份、角度去沟通，为患者提供安抚与鼓

励，提供心理需求的照顾，鼓励患者家属一同做好陪护护理，针对

康复知识、功能训练等内容讲解的同时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在消除

情绪问题的同时改善生理舒适性；3、采血后护理。采血完成之后

分离试管与采血针，并用手指折叠采血针。在取针之前，暴露针的

右半部分，尽可能暴露针与穿刺点。将左手手指轻柔按压在穿刺位

置。在针即将离开皮肤时快速撤出，按压的力量从轻变重。护理期

间嘱咐患者采血后持续按压 5 分钟。结合患者的年龄、凝血功能和

是否存在使用抗凝药物治疗等情况适当调整按压的时间；4、静脉

血管选择。首先，在血管选择方面，应当优先选择左侧手肘部的血

管，其次为右侧，然后是双手手腕与手背的血管，最后才是大隐静

脉。因为体检蔡学良比较多，所以应当以比较粗的肘部血管为主。

对于血管比较细、位置比较深的患者，可以线应用投影式的红外血

管成像仪进行检查，如果仍然无法找到可以采用弯曲手肘的方式替

代以往用力拍打的方式，可以有效缓解体检者的疼痛感，也有利于

规避血液样本溶血问题的发生。在血管定位方面，在拟定穿刺部位

之后可以应用灭菌手套手指在穿刺部位轻压标记，从而保障穿刺部

位的准确性；5、进针方法。穿刺过程应当绷紧皮肤并快速进针，

针对比较粗且直的血管，可以应用直接穿刺方式进入血管。对于比

较细的血管，应用先进皮肤后进血管的方式，预防进针操作过快、

过深而导致血管二次穿刺。在固定针饼时，应当采用采血贴进行固

定，尽可能降低感染风险。采血期间需需要注重对患者面色、末梢

循环情况的观察，针对各种类型不适症状都应当及时判断处理；6、

巡视护理。在血液采集期间应当有专职人员负责采血操作检查，及

时针对没有正确按压的患者提供纠正指导，并提供适当健康教育。

增加等待区域患者数量，促使患者在采血之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从而保障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在采血之后护理人员应当及时帮助体

检医师放松袖带，同时保持手臂高度的适宜性，尽可能和心脏平齐，

预防血管压力不稳定而导致穿刺点出血症状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分析对比患者对体检静脉采血的护理服务满意度、针对采血期

间疼痛、焦虑的评分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满意度基于自制量表进行评价分析，评价的结果以百分制方式

进行统计，并结合不同的分数区间将将结果划分为非常满意、满意

和不满意。 

疼痛采用 VAS 量表进行评价分析。焦虑采用 SDS 量表进行评

价。采血不良反应主要是针对皮下出血、血肿、疼痛、感染以及其

他采血相关的不良反应进行记录，记录结果基于小组的发生率进行

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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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统计学分析方式采用 SPSS26.0 软件完成统计学分析与处

理。计数计量资料采用不同的数据记录模式并用对应的检验处理方

法。数据对比差异的统计学判断时，基于 P 值进行展现，P＜0.05

证明参与对比的数据有统计学差异。 

2、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指标对比 

实验组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护理满意度指标对比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组

（n=30） 
18 10 2 93.33% 

常规组

（n=30） 
6 15 9 70.00% 

T 值 - - - 9.204 

P 值 - - - ＜0.05 

2.2 疼痛、焦虑、生活质量指标对比 

实验组在护理干预后疼痛、焦虑水平均显著优于常规组，P＜

0.05。详情见表 2。 

表 2 生活质量对比 

疼痛 焦虑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n=30） 6.25±0.24 1.24±0.13 59.24±0.41 22.41±0.68 

常规组（n=30） 6.33±0.26 2.54±0.16 59.33±0.68 45.24±0.99 

T 值 1.296 9.210 1.309 10.258 

P 值 ＞0.05 ＜0.05 ＞0.05 ＜0.05 

2.3 采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实验组患者在静脉采血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常规组，P

＜0.05。详情见表 3。 

表 3 采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组别 皮下出血 血肿 疼痛 感染 其他 发生率 

实验组（n=30） 1 1 0 0 0 6.67% 

常规组（n=30） 3 2 1 0 1 23.33% 

T 值 - - - - - 8.821 

P 值 - - - - - ＜0.05 

3、讨论 

舒适护理属于一种全新的护理服务模式，将其应用在体检者

中，最为主要的作用与特征在于改善患者的舒适性[5]。从护理学角

度来看，舒适护理实际上就是无病痛折磨、精神放松以及心情愉悦

的体验，任何对上述状态存在影响的因素都会导致不舒适的感受。

对于体检者而言，患者在静脉采血后会出现较为明显的疼痛感，这

也是患者在静脉采血期间影响感受与体验的根本原因[6]-[7]。对此，

为了更好的规避疼痛感受，改善体检采血护理服务质量，让患者享

受舒适，是临床护理工作的基本职责。 

舒适护理是在上世纪末被提出，其属于一种新型的护理形式，

目前正处于临床推广阶段。舒适护理的他提出主要是因为护理理念

的转变，目前的护理理念已经从以往的单纯疾病为主转变为以患者

的心理、生理、社会、文化等全方面关注角度[8]。舒适护理在静脉

采血方面的应用非常明显，其对于体检者整个静脉采血过程可以提

供更多的支持，尤其是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的同时可以有效降低患

者的疼痛症状，可以明显降低体检者不适反应的发生风险，可以积

极提升体检者的静脉采血舒适性[9]。与此同时，开展舒适护理还可

以有效激发护理人员的工作责任感，促使患者可以逐渐摆脱疼痛困

境，基于“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服务，可以通过指导患者放松训

练，激发患者注意力更好的参与训练，从而减轻疼痛感提高机体疼

痛耐受性[10]。另外，基于舒适护理可以让患者感受来自于护理人员

的关心与爱护，可以更好偶的减轻心理畏惧心态，维持良好的心理

与生理状态，更加积极主动的做好自我护理，从而实现生活质量的

改善，促进患者的采血康复[11]。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

组、实验组在护理干预后疼痛、焦虑水平均显著优于常规组、实验

组患者在静脉采血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常规组，并且上述不

同的数据对比情况在对比统计学分析后均达到统计学意义标准。本

次研究充分证明舒适护理健康体检静脉采血方面有着显著的临床

应用价值，其主要优势在于提高护理满意度，减轻患者的焦虑和疼

痛感受，可以有效规避采血期间的相关不良反应，可以作为常规干

预模式[12-13]。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在健康体检静脉采血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

值，可以显著提高静脉采血质量，对于患者的生理感受、心理压力

等多方面均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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