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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在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王海侠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疾控中心  河北承德 

【摘要】目的 分析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在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检验科 2021
年 3 月-2022 年 1 月期间接收静脉采血病人共计 100 名参与统计研究，所有对象参与静脉采血用于不同途径

检查。通过随机数字分组法平均分组对象，即为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50 名。常规组中实施常规护理干预、

实验组中实施常规护理+心理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采血晕针情况、采血前焦虑评分（SAS 量表）。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患者采血晕针情况更低，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患者采血前 SAS 评分更低，P＜
0.05。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措施能减轻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采血过程中的焦虑反应，提高采血成功率，建议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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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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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patients in laboratory depar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ho received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the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atistical study. All the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for examination in different ways.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50 in each group.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routine nursing +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situation of needle sickness and anxiety score before blood 
collection (SAS scal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lower syncope after blood collection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SAS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efore blood collection was lower (P <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reduce the anxiety reaction of patients with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laboratory department,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blood collec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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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采血是临床治疗过程中常见操作，作为检

验科执行率较高的检验工作之一，通过采集静脉血

对样本进行化验检查，确定被检验者的身体状况，

同样是护理人员需掌握的基本护理操作之一。但静

脉采血属于侵入性操作的一种，穿刺皮肤会造成痛

感，部分患者存在晕针表现，对临床穿刺工作持着

恐惧心理甚至会形成应激反应。为了避免负性情绪

对采血工作的影响，护理人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穿

刺技术，而且要学会利用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帮助患

者疏导情绪[1-4]。众多医学文献和临床统计均反馈心

理护理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效果突出。对此，

本统计围绕检验科心理护理落实对静脉采血患者的

影响分析，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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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检验科接收静脉采血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共计 100 名参与 2021.03——2022.01 期间临床

统计，利用随机数字分组法将对象平均分入常规组、

实验组，每组 50 名。 
常规组：男性 25 名、女性 25 名；年龄值区间

20-76 岁（平均年龄值 45.02±10.81 岁）。实验组：

男性 27 名、女性 23 名；年龄值区间 20-74 岁（平

均年龄值 46.41±9.79 岁）。基本资料对比 P＞0.05。 
纳入标准：①对象无凝血功能障碍；②基本资

料完整；③采血知情配合。排除标准：①存在逻辑思

维混乱、沟通障碍；②存在意识障碍；③合并焦躁

症。 
1.2 方法 
两组患者采血均使用一次性采血针，全程遵循

无菌操作原则完成检验科采血。常规组开展常规护

理中护理人员需将其采血部位皮肤完全暴露出来，

确定采血点然后使用碘伏消毒皮肤后快速小角度直

刺，采血管内存放血液于检验科检查。实验组除常

规护理工作外建立心理护理，分为三个步骤开展。 
第一步，构建和谐护患关系。在采血前护理人

员首先应和患者建立交谈，约 3-5min 与患者完成沟

通，重点简明的讲述静脉采血的过程，评估患者的

基本认知情况，询问患者是否之前存在焦虑、抑郁

等不良情绪，交谈过程中是否有焦虑紧张感。随之

详细描述静脉采血步骤、目的，让其明确静脉采血

对确诊疾病的影响作用，强化健康意识认知提高采

血依从性。向患者展示所有采血器材，沟通中保持

语气温和，让患者放轻松。第二步，客观评价患者

心理。根据交谈内容初步判断患者的受教育情况、

理解能力，及时发现焦虑不安等负性情绪的出现探

查原因，根据情绪反应做积极引导。采血中明确告

知器材的无菌性降低患者焦虑，尽可能满足合理需

求。第三步，采血完成后依旧需向患者开展心理指

导，采血孔应使用无菌棉球按压，防止出血，中等

用力按压约五分钟以免造成皮肤发青。开展观察工

作，检查患者是否有不适症状，并叮嘱患者与家属

采血后及时回房间休息。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采血晕针情况采血前焦虑评分。 
1.4 统计 
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患者采血晕针情况 
表 1 中，实验组患者采血晕针情况相较常规组

较弱，重度晕针反应更低，对比有差异 P＜0.05。 

表 1 两组患者采血晕针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轻度晕针 中度晕针 重度晕针 

常规组 50 28 12 10 

实验组 50 35 14 1 

χ2    8.273 

P    ＜0.05 

 
2.2 采血前焦虑评分 
常规组 SAS（58.22±4.15）分，实验组 SAS

（48.41±2.93）分。可见实验组患者采血前焦虑评

分更低，对比差值 T=15.373，P＜0.05。 
3 讨论 
静脉采血是医院检验科检查中较重要的项目，

但是实际操作中有些病人反馈穿刺过于疼痛或晕针

而导致静脉采血工作无法顺利进行。因此近年来临

床关注静脉采血患者的不良心理反应，重点针对其

排斥心理、焦虑情绪等进行合理疏导。而护理工作

的介入能够帮助患者顺利完成静脉采血，尤其针对

晕针患者采血中出现的血管抑制性晕厥反应作出心

理维护[5-9]。心理护理干预的落实主要围绕患者采血

时发生的心理异常反应进行纠正、抚慰，以免患者

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中，避免导致迷走

神经兴奋。心理护理可以帮助患者疏导紧张、焦虑

等情绪，详细讲解静脉采血的步骤、作用，提前做

好心理建设减少晕针情况，由此间接控制多处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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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的异常扩张反应而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心理护

理分步骤落实，观察患者不同时间段下心理特征变

化，心理护理的应用需按照不同阶段调整重点，让

其对静脉采血工作积极配合保障检验科工作有效落

实[10-13]。结果可见，实验组患者采血晕针情况、采

血前 SAS 评分低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在检验科静脉采

血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理想，可有效缓解负性情绪，

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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