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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位固定在学龄前儿童体检集中静脉采血中的应用观察

陈　环，李坚珍，胡宇伟　（珠海市香洲区香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广东珠海 519000）

摘　要：目的　观察体位固定在学龄前儿童体检集中静脉采血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某卫生服务中心上门服务

需采血体检的学龄前儿童 1 756 例，将其按采血顺序号的单号为实验组，双号为对照组。实验组采用体位固定进行静脉

采血，对照组采用随意体位进行静脉采血。结果　实验组、对照组静脉采血成功率分别为 89.0%、78.0%，采血时长分别为

（120.1±10.5）、（179.4±10.4） s，血液标本合格率分别为 95.9%、92.6%，满意度分别为 95.1%、79.8%，两组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在学龄前儿童体检选择体位固定进行集中静脉采血，能提高静脉采血一针成功率和血液标

本合格率，以及提高护理满意度，缩短采血时长，是一种简便、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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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osition fixation in the centralized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from preschool children

CHEN Huan, LI Jian-zhen, HU Yu-wei (Xiangwa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Zhuhai 519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osition fixation in the centralized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from 
preschool children. Methods　A total of 1 756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requiring blood collection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by a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them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dd numbers) and Control Group 
(even numbers) according to blood collection sequence number. The blood was collected at fixed position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the blood was collected at random positions for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s of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89.0% and 78.0%, respectively. The time for blood collection 
was（120.1±10.5）s and（179.4±10.4）s, 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qualified blood samples were 95.9% and 92.6%, respectively. 
The satisfaction was 95.1% and 79.8%,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The centralized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at a fixed posi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can improve the one-
shot success rate of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the rate of qualified blood samples, the satisfaction and shorten the time for blood 
collection. It is a simple and practic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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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体检指针对 3~6 岁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每

年一次的常规体检，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0~6 岁儿童

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的要求，旨在监测孩子的生长发

育情况，及时发现生理和智力发育的异常，早期进行干

预。其中静脉采血进行血常规、肝功能等血液指标监

测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1]。静脉采血是一项技术性和专

业性的护理操作[2]，本身有一定难度。而学龄前儿童由

于对静脉采血存在本能的恐惧和对抗情绪，陌生的医

务人员和采血环境等原因刺激，造成学龄前儿童采血

时常哭闹，躁动不安，不愿配合采血工作；再者学龄前

儿童血管细小隐匿、四肢有一定的皮下脂肪等特点[3]，

造成采血时难度加大，一针成功率不够高，采血时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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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从而也导致血液标本易发生凝固、溶血、采血量不

足等不合格现象。这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常成为引发

护理纠纷或投诉的常见原因 [4]。学龄前儿童静脉采血

能否一针见血直接影响护理工作质量和满意度。根据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0~6 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的要求，集居儿童体检在幼托机构进行，故每年一次的

学龄前体检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由社区卫生工作人员

上门服务，这要求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采血任

务，工作量大而集中，在学龄前儿童体检集中静脉采血

工作中提高一针见血率和血液标本的合格率一直是摆

在社区护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中心 2019 年 4
月始在儿童体检静脉采血中应用体位固定方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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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例与分组

选择 2019 年 4 至 5 月由我中心上门服务需采血

体检的 3~6 岁学龄前儿童 1 756 例，采血顺序号的单

号为实验组，双号为对照组。实验组采用体位固定进

行静脉采血，对照组采用随意体位进行静脉采血。两

组静脉采血固定由 4 名护士操作，4 名护士均经过本

研究的体位固定方法培训和护龄在 14 年以上，并长期

在临床一线工作。两组采血案例均在幼儿园老师协助

下进行。实验组：男 442 例，女 436 例；年龄 3.0~6.4
岁，平均（3.81±0.70）岁；体质量 13.2~18.4 kg，平均

（14.44±3.15）kg。对照组：男 450 例，女 428 例，年龄

3.1~6.5 岁，平均（3.79±0.68）岁，体质量 13.0~18.3 kg，

平均（14.57±3.20）kg。两组均排除血管及相关性疾病。

两组学龄前儿童的年龄、性别、体质量及血管情况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操作方法　实验组：幼儿园老师坐位环抱学龄

前儿童，儿童坐在老师大腿上。儿童采血手与老师大

腿同侧，如儿童左手采血，则坐在老师的左大腿上。儿

童下肢悬空，面对操作者。老师用适当力度握住儿童

采血手的上臂在台面，成为一个固定点（A 点），儿童另

一手穿过老师的腋窝放于其后背。护士左手固定儿童

采血手的前臂，固定点在肘关节下方 2~3 cm，从下方

握持，成为另一个固定点（B 点）。这样学龄前儿童静

脉采血侧手臂在AB 两点间维持一个较大的支撑面，

稳定度增加。在此体位固定下，护士右手持针进行静

脉采血，看见回血，用真空采血管接取血液，待管负压

消失拔出针头。对照组采用随意体位进行静脉采血。

1.2.2　 观察指标和方法　 (1) 静脉采血成功：一针见

血、进针后未见回血仅退一针又重新进针见回血 [5] 或

试行接真空采血管，有血液顺畅流出也为成功；(2) 血
液标本合格率：按检验质量标准评价标本质量，对不

合格血液标本进行登记和重新采集；(3) 采血时长：

从皮肤消毒到采集第一管血标本结束的时间；(4) 护

理满意度：自制问卷调查表，问卷包含护理人员采血

技术、服务态度、语言安慰、注意事项告知和护理风险

事件等 5 方面内容，分为满意（20 分）、较满意（15 分）、

一般（10 分）、不满意（5 分），满分 100 分，<75 分为不

满意，75~89 分为较满意，≥ 90 分为满意。评估两组

体位方法采血工作质量和幼儿园老师对采血工作的满

意度。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t 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验组的静脉采血成功率为 89.0%，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78.0%；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

组，实验组的采血时长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1），见表 1。实验组发生凝固、溶血、采血

量不足等不合格血标本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均<0.01），见表 2。

表 1　两组体位采血成功率、满意度、采血时长的比较

组　别 n 成功/ 例（%） 采血时长/s 满意度/ 例（%）

实验组 878 782（89.0） 120.1±10.5 835（95.1）

对照组 878 685（78.0） 179.4±10.4 701（79.8）

两组各项比较均P<0.01

 表 2　两组血液标本质量比较 例（%）

组　别 n 凝血 溶血 采血量不足 不合格血标本 合格血标本

实验组 878 16（1.8） 6（0.7） 14（1.6） 36 （4.1） 842 （95.9）a

对照组 878 29（3.3） 11（1.3） 25（2.8） 65（7.4） 813 （92.6）

与对照组比较：aP<0.01（χ2=8.835）

3　讨论

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老师的环抱下静脉采血，可

使其始终在熟悉的人的怀抱中，克服了典型的“分离

性焦虑”[6]，减轻其恐惧心理和疼痛，增强安全感。儿

童坐在老师大腿上，双下肢悬空，失去下肢挣扎力支

点，分散了反抗挣扎的力量。儿童非采血侧手臂被穿

过老师的腋窝放于老师的后背，借力老师的腋关节和

后背，儿童双上肢及躯体上部即不可随意扭动，从而避

免儿童在采血过程中对操作的干扰对抗。老师固定A
点，护士固定B 点，儿童采血侧手臂在AB 两点上维持

一个较大的支撑面。根据人体力学平衡原理：重心低，

支撑面大，重力线在支撑面以内物品的稳定度大；重

心不变，支撑面增大，稳定度增大。护士掌心向上从下

方握持B 点，压迫上臂的肌肉，使静脉回流，利于肘关

节各部位血管容易充盈和暴露，良好的静脉充盈度是

保证一针穿刺成功的前提[3]。而在常规操作中，护士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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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下用力抓住手臂的掌面，手臂皮肤被牵拉，而使血

管因牵拉压迫变瘪，不利于穿刺采血。本文结果显示，

实验组的静脉采血成功率、护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在静脉采血前选择适当的体位固定方法，减少学

龄前儿童反抗挣扎的动作范围，幼儿园老师只需适当

的固定协助，就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方法固定稳

定度大，血管暴露清晰且充盈良好，有利于静脉穿刺采

血和顺利采集血标本，缩短静脉采血时长，提高护理工

作效率。此体位固定方法学龄前儿童安全舒适，哭闹

减少，采血依从性提高，对静脉采血过程中的干预对抗

减少，从而规避静脉采血环节因素造成的血液标本不

合格现象。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体位固定进行静脉

采血，采血时长明显短于对照组，血液标本合格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1）。提高血液标本的合格率，从而

提升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辖区的儿童保健

工作提供了精准的医学指导。此法操作方便，容易掌

握，无需取材，无额外增加费用，适合在儿童体检集中

静脉采血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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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透析联合Supra-HFR 血滤吸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甲状旁腺
素和β2- 微球蛋白的清除效果

冯艳翠，余柏林，张海红　（广东省开平市中心医院肾内科，广东开平  529300）

摘		 要：目的　 了解高通量透析（HFHD）联合Supra-HFR 血滤吸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甲状旁腺素（PTH）、β2-
微球蛋白（β2-MG）的清除效果。方法　60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随机采用HFHD（HFHD 组）、血液透析联合Supra-HFR
（HD+HFR 组）和HFHD 联合Supra-HFR（HFHD+HFR 组）治疗 6 个月，比较 3 组患者治疗前后PTH、β2-MG、C 反应蛋白

（CRP）水平及临床症状（体力、食欲、睡眠、皮肤瘙痒）变化。结果　3 组患者治疗后PTH、β2-MG、CRP 水平及临床症状

评分显著降低，其中HFHD+HFR 组更明显 （P<0.05 或 0.01）。结论　HFHD 联合Supra-HFR 可提高维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PTH、β2-MG、CRP 清除效果，减轻临床症状。

关键词：高通量透析；Supra-HFR；维持性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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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igh-flux hemodialysis and Supra-HFR on parathyroid hormone and β2-microglobulin 
removal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FENG Yan-cui, YU Bai-lin, ZHANG Hai-hong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Kaiping Central Hospital, Kaiping 529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high-flux hemodialysis (HFHD) and Supra-HFR on parathyroid hormone 
(PTH) and β2-microglobulin (β2-MG) removal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MHD) patients. Methods　Sixty MH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treated with HFHD (HFHD group), hemodialysis plus Supra-HFR (HD+HFR group), or HFHD plus Supra-HFR 
(HFHD+HFR group) for 6 months. Levels of PTH, β2-MG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clinical symptoms (physical strength, 
appetite, sleep, pruritus) were compared among 3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Levels of PTH, β2-MG and CR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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