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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门诊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中的应用 

张玉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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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心理护理在门诊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院内门诊检验科接受静脉采血的患者共 102 例，作为此次研究对象。整理患者出生日期，应用随机数表

法，将 102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心理护理，对比两组心理状态，

疼痛程度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心理护理可显著改善患者心理状态，疼痛程

度以及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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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outpatient laborator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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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analyt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outpatient laboratory departm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ho received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the outpatient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Organize the patient's date of birth and use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o randomly divide 102 patients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pain level,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pain level,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mixed individuals,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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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检验科静脉采血工作具有患者流动性大、病

情多样化、患者与相关护理人员接触时间短等方面的

特点，因而对于门诊相关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

2]。静脉采血是常规的护理操作，通过对搜集的静脉血

液进行分析，可以为疾病干预方面的制定提供数据支

持。但通常情况下，多数患者在接受静脉采血的过程中，

会出现紧张、恐惧甚至是焦虑的负面心理因素，进而使

得患者出现运针或是晕血等方面的情况，影响着静脉

采血的顺利进行[3-4]。因而需及时明确高效的护理模式，

以最大程度地提升门诊检验科静脉采血工作质量，本

文将探究分析心理护理在门诊检验科静脉采血患者中

的应用，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院内门诊

检验科接受静脉采血的患者共 102 例，作为此次研究

对象。整理患者出生日期，应用随机数表法，将 102 例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共 51 例，

男 29 例，女 22 例，年龄为：21-73 岁，平均年龄（46.16
±5.30）岁，观察组患者共 51 例，男 31 例，女 20 例，

年龄为：21-71 岁，平均年龄（45.13±5.12）岁，两组

一般资料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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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遵循院内各项相关规章制度，落实对于患者的引

导工作，告知其采血后相关注意及禁忌事项等常规护

理措施。 
1.2.2 观察组方法 
①改善就诊环境，对候诊区以及抽血室进行合理

的布局配置，避免出现由于等待人数过多而导致环境

以及候诊环境喧闹嘈杂的情况，落实抽血秩序的维护，

使得整个抽血过程井然有序，保障工作效率的提升，在

等候区之中张贴详细的流程示意图，使得患者能够提

前了解自己的就诊步骤，节约患者不必要的时间消耗。

同时给设置专业的分诊台以及分诊护理人员，使其协

助相关护理人员进行秩序的维护，同时对就诊存在疑

问的患者提供引导服务，对于老弱病残、病情相对严重

的患者开辟有效的绿色通道，病情严重的患者能够及

时地得到就诊。 
②抽血前的心理护理，强化对于患者的宣教力度，

在患者等待的过程中，应由相关护理人员观察等待患

者的状态，如发现存在焦虑或是急躁状态的患者应及

时询问其缘由，加强与此类患者之间的沟通，引导其进

行耐心的等待，如存在相应的紧急情况，则应根据当时

的实际情况告知相关负责人，予以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消除患者不良情绪，使其情绪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同

时在等待期间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宣教，使其

明确抽血的相关注意以及禁忌事项，如：穿刺部位 2 小

时内禁止用水浸泡等，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③采血时强化对于患者的安抚工作，及时与其进

行沟通，分散其注意力，降低其疼痛感以及恐惧感，配

合背景音乐，通过音乐疗法改善患者紧张，恐惧情绪，

所选取的音乐应以舒缓、优雅、舒畅类型的音乐为主，

对音乐的分贝进行适当的调整，保持患者能够听清的

同时不显得嘈杂，在观察到患者存在紧张，恐惧时，引

导其进行深呼吸放松，将注意力集中于呼吸之上，排除

其他干扰因素，使其配合音乐的旋律进行有节奏、有规

律的腹式呼吸，达到放松的效果。 
④采血后心理护理，再次落实足够的安抚，告知患

者采血非常顺利，稳定其心理沟通，予以一次性无菌卫

生棉棒，对采血部位进行按压，按压时间控制于 2-3min，
按压过程中告知患者避免对采血部位进行揉捏、避免

彭水，保持采血部位的持续性清洁、干燥状态，避免出

现感染等不良事件。 
1.3 观察指标 
1.3.1 心理状态 
采用抑郁量表（SDS）、焦虑量表（SAS）进行评

定，SDS 量表：＞53 分为存在抑郁症状；SAS 量表：

＞50 分为存在焦虑症状。 
1.3.2 疼痛程度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定，分数越高疼痛越

严重。 
1.3.3 满意度 
应用院内满意度量表评定，分数越高满意度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P<0.05 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 
护理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观

察组 SAS 及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1
所示。 

2.2 两组疼痛程度 
观察组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2

所示。 
2.3 两组满意度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3 所示。 
3 讨论 
门诊检验科静脉采血属于门诊日常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虽然采血操作较为简单，但是其属于侵入性操

作，不可避免地会对患者产生创伤性刺激。 

表 1  两组心理状态（ sx ± ）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1 （54.88±2.64）分 （48.62±1.16）分 （53.98±1.75）分 （50.42±1.09）分 

观察组 51 （54.96±2.57）分 （45.33±0.85）分 （53.87±1.82）分 （44.99±0.82）分 

t -- 0.197 9.136 0.175 13.971 

P -- 0.896 0.001 0.92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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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疼痛程度（ sx ± ） 

组别 例数 VAS 评分 

对照组 51 （3.02±0.26）分 

观察组 51 （4.51±0.20）分 

t - 6.117 

P - 0.001 

表 3  两组满意度（ sx ± ） 

组别 例数 满意度评分 

对照组 51 （88.44±2.13）分 

观察组 51 （95.76±1.96）分 

t - 8.862 

P - 0.001 

 
加上部分患者存在认知不足以及多样化的不良情

绪，可使其在采血的过程中受到不良刺激，对患者生理

以及心理状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未能配合高

效的护理干预，甚至可出现护患纠纷，进一步对门诊检

验科静脉采血工作质量造成明显的影响，因而及时明

确高效的护理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5-6]。 
此次研究发现，心理护理能够更为显著地改善患

者心理状态，疼痛程度以及满意度。与严海燕[7]等人的

研究基本一致。提示该干预模式对于改善门诊检验科

采血整体工作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分析其原因认为：

研究首先针对环境落实针对性的优化，确保了采血环

境的舒适性，改善了患者内心紧张情绪，其次采血前落

实针对性宣教，为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并落实适当的

心理引导，使得患者能够以稳定的心理接受采血，采血

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心理护理，配合音乐疗法，消除了患

者内心恐惧情绪，确保了采血的顺利落实，进而保障整

体工作质量的提升[8-9]。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可显著改善患者心理状态，疼

痛程度以及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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