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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对血站采血护理及血液报废率的影响

叶艳丽*
乐清市血站，浙江� 325600

摘� 要：目的：探讨在血站采血护理工作中通过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对提升护理效果以及降低血液报废率的应用价

值。方法：抽取����年�月至����年�月本血站参与无偿献血的����名献血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本血站持续质量改进

的开展时间先后进行分组，对照组献血者在无偿献血期间开展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展持续质量改

进，对比�组献血者的护理满意度、献血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以及血液报废率。结果：观察组献血者护理满意度为

�����％，对照组为�����％，��������；观察组献血者的献血不良反应率为����％，对照组为����％，��������；观察组

献血者血液报废率为����％，对照组血液报废率为����％，观察组的血液报废率低于对照组��������。结论：在血站采

血护理中通过进行持续质量改进能够有效提升护理质量，有利于降低血液报废率和献血者的不良反应率，且有助于提

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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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血站采血的护理工作中通过采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所无偿捐献的血液，从而为疾病患者提供可靠的血液保障，是

实现对疾病患者治疗和抢救的重要基础>��。由于血液资源非常宝贵，因此，降低血液报废率至关重要，同时也决定了

血站采血护理工作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高质量的血站护理有利于确保血液质量，并且也是提升广大献血者护理满意

度，并不断壮大无偿献血队伍的重要环节，对于血站采血护理工作进行改进和优化，促进血站采血护理质量的提升至

关重要>��。持续质量改进是近年来所广泛应用的科学管理模式，并且在医疗服务工作中也得以广泛应用，对于促进医

疗质量的持续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持续质量改进的应用是建立在全面质量管理基础之上所发展而来的新型质量管

理模式，该管理模式中更加注重环节质量控制以及过程管理，对于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将重

点分析在血站采血护理中通过开展持续质量改进的应用价值。

二、资料以及方法

（一）临床资料

抽取����年�月至����年�月本血站参与无偿献血的����名献血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本血站持续质量改进的开展

时间先后进行分组，观察组（持续质量改进后）：����名，男����名�女����名：年龄��～��岁，均值为（��������）

岁。对照组（持续质量改进前）：����名，男����名�女����名：年龄��～��岁，均值为（��������）岁。�组各项基础

资料具备可比性��������。

���献血者入组标准

（�）本次献血前接受一般检查、综合评估和血液检测，征询献血者健康状况并且符合献血的各项要求。

（�）献血者均为自愿参与无偿献血。

（�）献血者对本次研究知晓。

���排除标准>��

（�）患有血液系统疾病者。

（�）合并精神、语言、认知等障碍者。

（�）临床资料不完善或依从性较差者。

（二）方法

对照组献血者在无偿献血期间开展常规护理，例如采血护士的培训，献血者采血期间加强巡回护理，以及语言沟

通和心理疏导等；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展持续质量改进，方法如下：

���全面护理质量管理

*通讯作者：叶艳丽，����年��月，女，汉族，浙江温川人，现任浙江省乐清市血站副站长，护师，本科。研究

方向：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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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持续质量改进服务小组，选举一名工作经验丰富且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过硬的护士作为组长，严格参照持续

质量改进的各项程序要求，建立完善的采血护理规范以及制度，确保采血护理工作的程序化以及规范性，从而提升

采血护理质量水平。定期组织全体护士进行采血护理知识培训以及持续质量改进技能培训，注重对护士专业技能水平

的学习和培训，特别是要注重对护士护理责任态度的培养。组织全体成员定期进行护理质量讨论会，由全体成员共同

探讨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继续提升献血者的采血一针率。同时还要对血液报废事件的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和总结，针对

采血护理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集中汇报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共同探讨有效的解决对策。还需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由小组组长通过定期和不定期抽查的方式了解护士采血护理中的实际情况和服务质量，从而促进护士在工作中端正态

度，并对采血护理操作进行严格规范，确保护理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

���细节护理

（�）采血前护理

在采血前可向献血者发放无偿献血相关的宣教材料，帮助献血者了解无偿献血的流程、方法以及意义，使其明确

献血的过程中并不会对身体健康产生损伤，同时有助于促进骨髓造血，并帮助改善机体当中铁含量，有利于降低恶性

肿瘤疾病的发病风险。向献血者讲解在采血穿刺操作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轻微的疼痛感，通过语言沟通帮助献血者能够

维持轻松愉悦的心理状态来接受采血护理。献血者在等候的过程中可为其提供音乐、沙发以及电视等，从而帮助缓解

思想负担。同时可与献血者进行沟通交流来分散其注意力，进而缓解采血前的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同时需要维护良

好的采血室环境状况，定期对于采血室内的各项器材以及设备等进行清洁和消毒，防止霉菌生成以及病菌传染确保血

液质量。告知献血者在进行献血以前的��小时主要以清淡的日常饮食为主，同时要避免食用油腻以及高蛋白类食物，

防止对采血当日的采血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采血中护理

在采血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选择管径较粗以及弹性良好的血管，从而提升一针见血率，确保较高的采取效率，

通过提升一针见血率也有助于降低穿刺过程中的疼痛度。同时在采血过程中需要当着献血者的面进行针头以及血袋等

物品的拆开，并对采血装置进行详细、认真的检查，进而消除献血者心理负担和思想顾虑，促使其能够安心的积极配

合各项采取工作。在进行采血时对采血者进行语言指导，例如结合采血节奏进行握紧拳头或者松开拳头，同时与献血

者适当的进行语言沟通，来帮助其缓解紧张心理，使其能够维持轻松心态配合完成采血工作。在采血期间还需要强化

巡回护理，以便能够及时发现采血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同时给予相应的指导。

（�）采血后护理

在拔掉针头以后告知献血者对于穿刺部位进行适度的按压，时间约��a���PLQ，避免进行来回捻动，同时敷料的停

留时间应超过��K。向献血者讲解采血结束后保持原地休息���PLQ以上，并为献血者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注意采血

后的细节护理服务，例如对于献血者的姿势、面色以及表情等进行细致的观察，需要确定献血者无任何不良反应后可

告知其离开。同时叮嘱献血者在结束献血后的两天内禁止参与剧烈的活动，注意科学合理的饮食调节增加饮水量，可

多吃新鲜蔬菜及水果，同时应摄入富含高蛋白质类的食物。对于穿刺局部进行妥善保护，加强日常的个人卫生清洁，

防止发生局部感染。

���心理护理

许多献血者在参与献血的过程中会出现穿刺应激反应，特别是对于初次献血的献血者来说，非常容易出现负面心

理情绪，例如恐惧、担忧、焦虑和紧张等，这对采血的顺利完成将产生不良影响。所以需要关注献血者的科学心理

护理，分别在采血前、采血过程中和采血结束后强化与献血者的语言沟通，从而掌握献血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变化。

在此基础上，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例如可以结合献血者的性格特点以及喜好等，有针对性的谈论献血者更加

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为献血者播放节奏舒缓的轻音乐，以及指导其通过正确深呼吸等方式来缓解紧张情绪并转移注意

力，进而缓解献血期间的心理压力，帮助献血者能够维持良好且平衡的心理状态参与献血。

���不良反应护理

在采血期间若发现献血者有面色惨白以及大汗淋漓等不良反应时，需要立即停止进行采血操作，同时协助其在床

上进行平躺，并对献血者的合谷穴进行适当按摩，同时提供适量葡萄糖水进行饮用。

���健康宣教

应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献血者讲解无偿献血的益处以及献血之前的相关注意事项，告知献血者在完成采血后日常

饮食中的注意事项，例如可以有意识地增加具有补血功效的食物，如当归、鸡肉汤以及红枣粥等，并叮嘱献血者注意

按时休息保持劳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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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标准

���对比�组献血者的护理满意度，运用问卷法调查，满分为���分，分为非常满意（����分）、基本满意（��～��

分）、不满意（����分）。

���对比�组献血者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如恶心呕吐、大汗、身体乏力以及面色苍白等。

���对比�组献血者的血液报废率。

（四）统计学方法

文中数据行6366����分析，数据标准差为（ � �± ），组间数据行��χ��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献血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献血者护理满意度为�����％，对照组为�����％，��������。如表�所示。

表1� 2组献血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χ��值 ������ ������ ������ ������

�值 ����� ����� ����� �����

（二）献血不良反应率对比

观察组献血者的献血不良反应率为����％，对照组为����％，��������。如表�所示。

表2� 2组献血不良反应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大汗 身体乏力 面色苍白 总计

观察组 ���� �（����） �（����） �（����） �（����） ��（����）

对照组 ���� �（����） ��（����） ��（����） ��（����） ��（����）

χ��值 ����� ����� ����� ����� �����

�值 ����� ����� ����� ����� �����

（三）血液报废率对比

观察组献血者的血液报废率为����％（������），对照组血液报废率为����％（�������），观察组的血液报废率

低于对照组���������（χ��值�� �������，�值�� �������）。

四、讨论

血站采血通过对社会爱心人士无偿献血进行收集，从而为临床患者的疾病治疗提供可靠的血液保障，同时为了确

保采血的质量，还需在采血期间对献血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从而确保采血工作能够平稳、顺利地完成，并且这

也是不断壮大无偿献血队伍的重要环节。高质量的血站护理服务也能够提升献血者对于无偿献血的了解和认知，并更

好地提升其满意度>����。

本次研究中，对于采血护理服务中持续质量改进的应用前后两组献血者的护理服务质量进行了对比。从研究结果

来看通过开展持续质量改进后，观察组献血者的护理满意度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明显提升，同时观察组献血者血液报

废率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在献血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率中，观察组献血者显著低于对照组。以上研究结果进一步

证实，在血站采血的护理工作中通过积极开展持续质量改进，能够显著提升血站采血的护理工作质量，并确保血液采

集的高质量，同时能够维护献血者的安全性，帮助降低献血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生风险>��。分析原因，在通过开展持

续质量改进期间，持续质量改进服务小组对于组内成员进行采血技术以及护理服务的相关培训，有利于提升护士的采

血操作技能水平，并且也能够使护士在实际护理工作中保持良好端正的服务态度，从而为献血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采血护理服务，确保采血工作得以顺利完成。通过对献血者开展健康教育，例如在采血之前向献血者详细讲解可能发

生的不良反应，并向献血者发放无偿献血的宣传材料，帮助其对献血知识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有助于消除其紧

张、担忧等负面情绪，提升献血者对于无偿献血的了解和认知>��。对于献血者进行科学的心理疏导，积极与献血者开

展沟通和交流，能够帮助转移其注意力，从而缓解负面心理，同时有可降低心理应激反应>��。为献血者提供良好的采

血室内环境，定期加强消毒和清洁，有助于改善献血者的身心状态>���。在护理中关注献血者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并

及时采取停止献血等措施，有利于维护献血者的健康和安全。并且上述诸多护理措施的应用都有助于改善采血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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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好地控制血液报废率。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血站采血护理中通过进行持续质量改进能够有效提升护理质量，有利于降低血液报废率和献血者的

不良反应率，且有助于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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