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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在体检中心静脉采血中的应用探讨

张立艳*

北京北亚骨科医院� 北京� 102445

摘� 要：目的：探析体检中心静脉采血过程中实施护理风险管理的效果。方法：将430例2020年6～2021年12月在

体检中心接受静脉采血的体检者选为观察对象，按照随机原则分成两组，对照组215例，研究组215例。对照组体检者

予以护理常规管理，研究组体检者予以护理风险管理，比较两组体检者静脉采血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及满意度。结果：

在静脉采血风险事件上，研究组发生率为2.79％，对照组发生率为9.30％，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 0.05）。研究组采

血室环境、护士采血技术、护士服务态度、采血知识宣教满意度分别为95.81％、95.35％、95.35％、97.21％，对照组

采血室环境、护士采血技术、护士服务态度、采血知识宣教满意度分别为87.91％、87.44％、86.98％、88.37％，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 < 0.05）。结论：体检中心静脉采血过程中实施护理风险管理的效果更好，不仅可以减少静脉采血

风险事件的发生，还可以提高体检者满意度，值得深入研究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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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风险管理即对潜在风险或者客观存在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以及处理和解决的过程，有助于降低风险事件发生

率，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护理工作安全。静脉采血为体检过程中重要项目，但是采血过程中容易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护理风险，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具有很大的必要性。此次研究旨在探讨和分析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在体检

中心静脉采血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430例2020年6～2021年12月在体检中心接受静脉采血的体检者选为观察对象，按照随机原则分成两组，对照

组215例，研究组215例。对照组体检者中，男性114例，女性101例[1]；最小年龄为20岁，最大年龄为63岁，平均年

龄为（45.26±5.72）岁。研究组体检者中，男性116例，女性99例；最小年龄为21岁，最大年龄为62岁，平均年龄为

（45.51±5.59）岁。两组体检者上述数据资料对比无统计学差异（� > 0.05）。

1.2  方法

两组静脉采血期间都实行常规护理：首先，需要向受检者介绍静脉采血的方法、流程和注意事项等，使受检者对

静脉采血有一个良好的认知；其次，需要协助受检者完成静脉采血操作[2-3]。研究组同时加用护理风险管理法：①因静

脉采血的过程当中存在有职业暴露、低血糖、出血以及昏厥等危害，所以，要制定出完善的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护

士进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提高护士的业务水平，增强护士的风险防范意识，以尽可能的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几

率。对现行的静脉采血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采血过程中，护士要严格落实无菌操作原则及各项操作规程，确保采血

安全、有效。另外，护士还应定期对采血经验进行总结，以及时发现并解决采血期间存在的问题[4-5]。②鼓励护士对静

脉采血的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学习，同时加强对护士进行应急处理以及操作技能培训的力度，此外，还应做好护士的职

业防护教育工作，增强护士的职业危害预防能力。③为受检者营造一种温馨、舒适且安静的采血环境，需要根据天气

状况合理调整采血室的温湿度，并按时开窗通风，确保室内空气清新。加强消毒力度，防止交叉感染。④对采血程序

进行优化，护士需要对受检者的血样粘贴上试管条形码，在对试管条形码进行粘贴之前，需仔细核对受检者的基本信

息以及体检项目，询问受检者是否空腹，有无昏厥史亦或者是晕血史等[6]。穿刺时，选择最佳的血管，确保一次性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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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成功。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体检者静脉采血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及满意度。（1）静脉采血风险事件：晕针、低血糖、皮下瘀血、项

目漏检。（2）静脉采血满意度：采用自拟调查问卷，对采血室环境、护士采血技术、护士服务态度、采血知识宣教

满意度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应用及分析

应用SPSS19.0软件包进行数据资料处理及分析，百分率（％）表示正态分布计数资料，通过�2检验正态分布计数

资料，��< 0.05，组间对比可见显著差异。

2��结果

2.1  比较两组体检者静脉采血风险事件发生情况

在静脉采血风险事件上，研究组发生率为2.79％，对照组发生率为9.30％，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 0.05），详见

表1所示。

表1� 比较两组体检者静脉采血风险事件发生情况[�（％）]

组别 晕针 低血糖 皮下瘀血 项目漏检 发生率

研究组（� = 215） 2（0.93） 2（0.93） 1（0.47） 1（0.47） 6（2.79）

对照组（� = 215） 6（2.79） 6（2.79） 6（2.79） 2（0.93） 20（9.30）

χ2 8.45

� < 0.05

2.2  比较两组体检者静脉采血满意度

两组组采血室环境、护士采血技术、护士服务态度、采血知识宣教满意度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 0.05），详

见表2所示。

表2� 比较两组体检者静脉采血满意度[�（％）]

组别 采血室环境 护士采血技术 护士服务态度 采血知识宣教

研究组（� = 215） 206（95.81） 205（95.35） 205（95.35） 209（97.21）

对照组（� = 215） 189（87.91） 188（87.44） 187（86.98） 190（88.37）

χ2 9.25 9.06 9.30 8.76

� < 0.05 < 0.05 < 0.05 < 0.05

3��讨论

近年来，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医疗观念均不断发生变化，对体检的重视

程度也明显提高。作为体检必要项目，静脉采血存在诸多风险因素，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对于保证采血护理质量以及

降低纠纷发生率有重要价值[7-9]。温馨舒适的环境有助于体检者保持身心放松，使其紧张情绪得到缓解，可促进静脉采

血顺利进行。严格执行查对制度能够防止出现采血项目错检或者漏检等现象。采血前后对体检者表情、面色等进行观

察，有助于及时发现异常并进行处理。

本研究中在院内体检中心积极开展风险管理措施，建立风险管理小组，通过识别、评估静脉采血过程中的风险因

素，并完善针对性的预见性风险管理制度，可以规范采血流程，规避分新概念的发生；通过组织护理人员学习静脉

采血相关知识可以帮助其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提高风险意识，提升对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而为患者营造整洁、温

馨、舒适的采血环境，可以为其提供良好的就诊和休息环境，从而减轻心理紧张情绪；另外通过优化就诊流程，针对

晕血、晕针的不良反应的发生做好预见性护理可以减少此类不良事件的发生。本研究显示通过实施风险管理后研究组

患者的风险事件明显减少，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显著提高，与对照组相比较有明显的差异（� < 0.05），说明在

体检中心静脉采血中实施风险护理能够规范护理管理流程，强化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有助于控制控制护理风险的影

响，提高整体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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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综上，于体检中心静脉采血中合理运用护理风险管理法，可有效改善护理质量，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帮助受检

者缓解焦虑情绪，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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