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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采供血工作中护理质量管理的方法及其效果分析

宋彩艳  杨丽波

（大连市血液中心体采科，辽宁 大连 116001）

【摘要】目的 分析血站采供血工作中护理质量管理的方法及其效果。方法 取 100 例无偿献血者进行调查，研究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进行，按照是否进行护理质量管理分组，对照组不进行护理质量管理，观察组反之。比较两组献血情况、护理质

量、情绪状态以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在不良事件发生率、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和健康教育覆盖率方面，观察组数据优于对照组，分

别是 0、100%（50 例）、98%（49 例），组间差异显著，P ＜ 0.05 ；在采血护理、保存护理、感染护理、成分制备、专业技能等评

分方面，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分别是（92.79±2.81）分、（93.48±2.56）分、（94.05±2.03）分、（93.82±2.76）分、（94.04±2.15）分， 

组间差异显著，P ＜ 0.05。管理前统计 SAS、SDS 分值，判断患者献血期间的情绪，在观察组和对照组无差异，P ＞ 0.05。管理

后统计 SAS、SDS 分值，判断患者献血期间的情绪，在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在服务态度、献血环境、沟通交流满意度

评分方面，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分别是（94.23±3.12）分、（94.11±2.76）分、（94.02±1.32）分，组间差异显著，P ＜ 0.05。结

论 血站采供血工作中护理质量管理措施的实施可以改善工作质量，提升献血者满意度，建议积极在各个血站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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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 and Effect Analysis of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Blood Collection and Supply in Blood 

Station

SONG Caiyan, YANG Libo
(Department of Body Collection, Dalian Blood Center, Dalian 116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ethods and effects of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blood collection and supply work in blood stations. 

Meth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100 unpaid blood donor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anuary 2019 to May 2020. The group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whether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was per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perform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did perform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The blood donation, nursing quality, emotional stat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erms of adverse event rate, one-time puncture success rate, and health education coverage rat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0, 100% (50 cases), 98% (49 case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In terms of scores of blood collection nursing, preservation nursing, infection nursing, component preparation,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92.79±2.81) points, (93.48±2.56) points, (94.05±2.03) points, (94.05±2.03) points,  

(93.82±2.76) points and (94.04±2.15) poi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Before management,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counted to judge the mood of patients during blood dona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management,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calculated to judge the mood of patients during blood don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erms of service attitude, blood donation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 scor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94.23±3.12) points, (94.11±2.76) points, (94.02±1.32) points, two groups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blood collection and supply work of blood station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rk and increase the satisfaction of blood donors. It is recommended to actively promote them in various blood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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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主要负责血液采集工作，是临床血液供应

的主要来源，采血工作的质量将直接影响临床中血

液制品的使用[1-3]。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鼓励和

提倡公众参与无偿献血工作，这对血站的服务工作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无偿献血者，不仅要做到

安全、高效，同时必须使之获得良好的护理体验，

从而推动公众参与无偿献血工作，确保临床血液供 
应[4-5]。血液保存也是血站重要工作，若有血液质量

降低问题，会造成输血安全事件，对患者有生命威

胁，而血站工作量大，若未对血液样本行细致区分，

很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对此需强化血站血液样本

管理工作。以往血站未重视护理质量管理，常导致采

血过程中存在较多血液外渗、采血袋破裂等问题，会

增加采血失败率，也会增加献血者的不满，且血液标

本未得到及时处理，存在较多血液保存安全事件。近

年护理质量管理得到重视，对血站采供血工作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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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能规范采供血流程和标准，使血液质量得到保

证，而良好保存，能预防血液变质情况。本次研究探

讨了血站采供血工作中护理质量管理的方法及其效

果，并对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的100例无偿献

血者展开了调查，旨在改善当前血站工作中的不足之

处，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100例无偿献血者进行调查，研究

在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进行，按照是否进行

护理质量管理分组，对照组不进行护理质量管理，

观察组反之，每组50例患者。观察组男性献血者 
30例，女性献血者20例，年龄位于19~36岁，平均

值（27.51±2.42）岁，患者献血量200~400 mL；
对照组男性献血者31例，女性献血者19例，年龄位

于20~35岁，平均值（27.48±2.61）岁，患者献血

量200~400 mL。两组基线资料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可对比。

入组原则：献血者对于本次研究内容完全知情，

其精神意识正常；为自愿献血。

排除原则：此前被检出有血液性疾病；采血前各

项检查不合格。

患者的临床资料完整，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所

有调查对象的临床资料递交伦理委员会审核并获得 
批准。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进行采供血工作，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操作即可。

1.2.2 观察组 实施护理质量管理工作，详情如下。

1.2.2.1 人员培训 定期对血站工作人员展开培训，

主要的培训内容包括采血技巧、血液储存、文书写作

规范、血液运输方式、消毒隔离、服务技巧、沟通交

流等，同时，定期组织学习相关的规章制度、法律制

度等。每月进行一次知识技术考核和工作质量考核，

提出有关的奖惩机制。

1.2.2.2 建立质控小组 建立专门的质控小组，质控

小组成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一定的行业威

望。小组定期及不定期抽查血站的采供血工作，发现

问题，需要立即提出整改，对于不良行为，应进行通

报批评。小组同时负责宣传无偿献血工作，招募无偿

献血者，与社区以及有关单位联系，组织人员展开、

参与无偿献血工作。

1.2.2.3 采血管理 采血是血液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核

心内容。采血人员首先需要确保采血环境的安全、舒

适，采血设备完整、性能完好。采血前，必须一一对

献血者信息进行核对，询问其有无献血禁忌证，避免

血液浪费和污染问题。采血期间，坚持无菌操作标

准。定期对采血人员进行穿刺技巧培训和心理疏导培

训，确保一次性穿刺成功，同时，让采血人员能够有

效疏导献血者情绪，让其在良好状态下献血，提升血

液质量。

1.2.2.4 成分制备管理 严格按照要求和标准进行原

始血液的加工处理，全面准确的了解临床供需情况，

整理每日、每周、每月的采血情况。成分制备过程

中，严格无菌操作，明确进行血液标准，避免漏气，

检查空袋质量，确保设备运行。

1.2.2.5 感染管理 献血以及血液保存均存在较高的

感染风险，根据相关规范制定血站清洁流程，严格划

分血站的分区，严禁人员在污染区和无菌区内随意走

动，抽血以及血液运送时均需加强手部消毒，正确佩

戴乳胶手套，防止血液交叉感染。坚持一人一针一管

的原则，防止针管滥用造成的献血者感染问题。定时

监测血站的病菌残留情况，不符合要求需再次完成消

毒灭菌处理。

1.2.2.6 其他管理措施 按照血液制品采取分类储存

措施，实施手工和电子表格两种记录方式，确保准确

无误。加强现场感染管理，定期进行设备和环境消

毒、清洁、设备保养等。做好献血者和工作人员的防

护工作，双手消毒、佩戴手套。垃圾分类处理，医疗

垃圾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处置，避免流入其他渠道。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一次性穿

刺成功率。其中不良事件主要有感染、血袋破裂等。

采血结束后，向患者发放献血知识调查表和护理满意

度调查表。其中献血知识调查表包含了10个选择题，

由患者自主作答，结果以百分数表示。

护理质量的评估维度有采血护理、保存护理、感

染护理、成分制备、专业技能，各项均有100分，分

值越高即血站护理质量越高。

在质量管理前后评估献血者的情绪状态，通过焦

虑自评量表（SAS）了解各献血者在献血期间的焦虑

情况；通过抑郁自评量表（SDS）了解各献血者在献

血期间的抑郁情况。二者均为当献血者对献血的不良

情绪严重时，分值高。

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分为服务态度、献血环境、

沟通交流3项，每项最高分100分，分数越高满意度 
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以SPSS23.0检验数据统计学差异，

计数资料、计量资料以百分数（%）、（x-±s）表达，

分别以χ2和t值检验，P＜0.05为研究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献血情况分析 在不良事件发生率、一次性

穿刺成功率和健康教育覆盖率方面，观察组数据优于

对照组，分别是0、100%（50例）、98%（4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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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差异显著，P＜0.05。见表1。
2.2 两组护理质量分析 在采血护理、保存护理、感

染护理、成分制备、专业技能等评分方面，观察组

高于对照组，分别是（92.79±2.81）分、（93.48± 
2.56）分、（94.05±2.03）分、（93.82±2.76）分、

（94.04±2.15）分，组间差异显著，P＜0.05。见表2。

表1 两组献血情况对比

组别   n
不良事件

发生率

一次性穿刺

成功率

健康教育

覆盖率

观察组  50 0 50(100) 49(98)
对照组 50 4(8) 42(84) 41(82)

χ2值 4.1667 4.2478 7.1111
P值 0.0412 0.0371 0.0077

表2 两组护理质量分析（分，x-±s）

组别 n 采血护理 保存护理 感染护理 成分制备 专业技能

观察组 50 92.79±2.81 93.48±2.56 94.05±2.03 93.82±2.76 94.04±2.15
对照组 50 90.33±2.65 91.01±2.19 92.11±2.46 91.34±2.53 91.89±2.87

t值 4.5036 5.1843 4.3010 4.6837 4.2395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2.3 两组献血情绪分析 管理前统计SAS、SDS分
值，判断患者献血期间的情绪，观察组与对照组在负

面情绪方面的比较中无差异，P＞0.05。管理后统计

SAS、SDS分值，判断患者献血期间的情绪，观察组

的SAS、SD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3 两组献血情绪分析（分，x-±s）

组别  n
SAS SDS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观察组  50 61.48±5.05 42.35±5.61 59.75±5.31 39.61±5.40
对照组 50 61.22±5.49 47.89±5.43 59.62±5.44 44.12±5.08

t值 0.2465 5.0174 0.1209 4.3014
P值 0.8058 0.0000 0.9040 0.0000

2.4 两组护理满意度分析 在服务态度、献血环境、

沟通交流满意度评分方面，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分别

是（94.23±3.12）分、（94.11±2.76）分、（94.02± 
1.32）分，组间差异显著，P＜0.05。见表4。

表4 两组护理满意度评分（分，x-±s）

组别    n 服务态度 献血环境 沟通交流

观察组  50 94.23±3.12 94.11±2.76 94.02±1.32
对照组  50 82.31±3.73 88.65±4.52 87.43±3.63

t值 17.3329 7.2900 12.0641
P值 0.0000 0.0000 0.0000

3 讨  论

血站采供血所涉及的人员和单位较多，就涉及人

员而言，就包括了形形色色的献血者。我国无偿献血

宣传力度加大，各个阶层无偿献血者增多，在献血者

中，有工人阶层、有都市白领、有公务人员，也有学

生，他们年龄不同，身体素质不同，学习能力和健康

知识知晓度也具有较大的偏差，这就增加了采血工作

的难度[6-7]。

要获得优质的血液，第一，需要确保献血者符合

相关要求，因此，采血时，必须进行相关的调查和询

问，这也是为了保证献血者自身的安全，同时避免血

液制品浪费。第二，采血环境应安全舒适、设备必须

完善无菌，防止采血过程中出现交叉感染，对献血

者、血液治疗者均有威胁；第三，在血液的储存、制

备和供应上，也必须提出要求，使血液样本保持高质

量，为临床提供良好血液补给治疗[8-9]。

本次所采取的护理管理工作包含了人员培训、建

立质控小组、采血管理、成分制备管理和其他管理措

施，其中人员培训是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

服务技巧，提高采血质量，尽可能减少献血者生理和

心理上的不适感；质控小组的建立加强了工作现场的

监督管理力度，可督促工作人员严格执行标准和规

范，及时的发现和处理问题；采血管理是工作中的核

心内容，用以确保整个采血过程的合理性；成分制备

管理能够减少后期工作中的失误；其他管理措施则主

要包含了储存、感染管理等内容[10]。

在此次研究中，在不良事件发生率、一次性穿

刺成功率和健康教育覆盖率方面，观察组数据优于

对照组，分别是0、100%（50例）、98%（49例），

组间差异显著，P＜0.05。马延霄[11]的研究中，在不

良事件发生率、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和健康教育覆盖

率方面，研究组的数据优于对照组，分别是0、100% 
（100例）、99%（99例），组间差异显著，P＜0.05。 
提示本组采血服务工作更好，护士穿刺技巧较好，减

轻了献血者的不适感。采血以及血液保存中均重视无

菌环境，增强血站的清洁工作，能提高病菌消除彻底

性，重视手部清洁，佩戴乳胶手套，坚持一人一针一

管，能有效预防感染事件，提高血站工作质量。采血

过程中核对并深入了解患者信息，确保献血者无禁忌

证以及其他疾病，能防止血液浪费，也能减少血压感

染事件。在采血时有增加技能培训，予以考核，合格

后参与采血工作，能有效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提

高采血安全性。采血过程中重视质量控制，在各社区

内增加宣教，能提高健康教育覆盖率。

本研究中，在采血护理、保存护理、感染护理、

成分制备、专业技能评分方面，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分别是（92.79±2.81）分、（93.48±2.56）分、

（94.05±2.03）分、（93.82±2.76）分、（94.04± 
2.15）分，组间差异显著，P＜0.05。即护理质量管

理作用显著，可有效提升血站的管理质量。该内容前

（下转封三）



期重视质控小组的创建，予以培训，能优化血站工作

技能，增强采血、成分制备以及感染等多方面的管

理，能覆盖到血站的各项工作，经此可提高血站管理

质量，减少采血不良事件，也能达到良好的成分制备

效果，较好的感染预防机制下能提高血站管理安全

性，建议在血站中使用。

同时，观察组服务态度、献血环境、沟通交流满

意度评分也更高，直接体现了所采取护理管理方式

的有效性。管理后统计SAS、SDS分值，判断患者献

血期间的情绪，观察组SAS、SDS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即护理质量管理对于平复献血者的情绪也

有较好作用，专业的采血操作下能减轻献血者对于采

血的抵触情绪。完善的采血环境护理，能减少血站病

菌，可减轻献血者的采血焦虑情绪，均能提高采血配

合度。

综上所述，血液制品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关键，血

站的采供血工作可以说对临床救治工作有着非常重要

的影响。确保血站采供血工作的质量，也是为了保障

患者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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