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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静脉采血恐惧心理分析及干预措施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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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静脉采血是儿科常见的护理操作,此操作会给儿童带来恐惧、焦虑等不良心理反应,这些心理

反应导致穿刺配合度降低,增加了采血难度。因此,在操作中需要关注干预儿童的心理状态。近年来,国内外

学者对儿童静脉采血的心理干预措施进行了广泛研究。该文综述了不同年龄段儿童静脉采血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不良心理反应,归纳不良心理反应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特点,护理人员可采取有效的心理干

预措施,旨在减轻儿童恐惧,提高穿刺成功率和护理人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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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a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s
 

a
 

common
 

nursing
 

operation
 

in
 

pediatrics,but
 

this
 

operation
 

will
 

bring
 

fear,anxiety
 

and
 

other
 

advers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children,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blood
 

collection,and
 

affec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Therefore,in
 

addition
 

to
 

routine
 

operation
 

techniques,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hildren.In
 

recent
 

years,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
search

 

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venous
 

blood
 

collection
 

in
 

children.This
 

paper
 

reviewed
 

the
 

possible
 

advers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during
 

venous
 

blood
 

sampling
 

in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and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ear
 

psychology.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nursing
 

staff
 

take
 

effec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aimed
 

at
 

reducing
 

children's
 

fear
 

and
 

improving
 

the
 

success
 

rate
 

and
 

efficiency
 

of
 

puncture.These
 

research
 

advances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clinical
 

nurs-
ing

 

practice
 

and
 

nurs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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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采血是儿科临床治疗中常见的操作之一,然
而,由于儿童对采血的恐惧和焦虑,往往增加了采血

操作的难度,同时也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

响。因此,如何减轻儿童静脉采血时的恐惧心理,提
高采血效率和成功率成为当前护理领域研究的热点

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儿童静脉采血的心理干

预措施进行了广泛研究,对采血恐惧的原因、特点、影
响因素等进行了探讨,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如心理

疏导、社会支持、认知行为治疗等减轻患儿采血恐惧

心理。但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患儿干预措施实施细则

讲述较少,本文将对儿童静脉采血恐惧心理干预措施

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意义。
1 恐惧心理的本质

恐惧心理是指个体在面对特定刺激时产生的强

烈而持续的心理反应,通常表现为认知、行为和生理

上的改变。恐惧心理可能对儿童身心造成危害,例如

过度焦虑和紧张,影响机体免疫功能,降低睡眠质量

等。恐惧心理的本质是对危险的感知。恐惧心理是

一种基本的情绪,属于人类生存的本能反应,是指当

遇到某种强烈刺激时,个体产生的不愉快感觉或反

应。恐惧心理是一种最基本的情绪,在哺乳动物中,
恐惧心理主要出现在生命早期,其对个体的生存具有

重要意义。随着年龄增长,恐惧心理逐渐减弱或消

失,直至成年期恐惧心理会得到相应的缓解或消失。
婴幼儿阶段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早也是最重要

的时期,婴幼儿时期也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与环境进行

沟通交流最频繁、对外界刺激反应最为敏感和强烈的

时期。在此阶段,儿童往往会受到父母、周围环境和

他人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也会对儿童成长产生重要影

响[1]。在婴幼儿时期,父母和周围环境对儿童行为举

止有很大影响,父母如果过于严厉会使儿童产生恐惧

心理;如果父母经常给予孩子一些负面评价等会使儿

童产生焦虑或压抑情绪。

·5032·现代医药卫生2024年7月第40卷第13期 J
 

Mod
 

Med
 

Health,July
 

2024,Vol.40,No.13



2 恐惧心理的表现形式

恐惧心理可使患儿出现强烈的应激反应,而应激

反应又会导致儿童机体内环境发生变化。有研究表

明,恐惧心理可以通过“应激-反应”模型进行预测[2]。
应激-反应模型是指个体在受到刺激时产生的一种特

定的心理过程或情绪反应,其是由个体对刺激做出的

一种非适应性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在应激-反应模型

中,“刺激”是指引起个体产生相应反应的外部条件;
“反应”则是指个体对外界刺激所做出的身体反应;
“刺激”和“反应”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3]。

 

恐惧心理是一种情感反应,其表现形式可分为生

理和心理两方面。生理方面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

中,全身肌肉紧张,心率加快,呼吸加快等;心理方面

主要表现为紧张、焦虑、害怕、烦躁等。恐惧心理出现

在儿童静脉采血中,是其应激反应的一部分。不同年

龄阶段的儿童恐惧心理特点不同。
2岁以内的患儿主要表现为害怕或不安,表现为

哭闹、不配合采血或不愿接受采血。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出现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焦

虑或烦躁不安,并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轻或消失。
此外,有研究表明儿童对采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疼痛

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恐惧心理。
2.1 生理表现 恐惧心理一般仅局限于身体某部位

或某器官的疼痛,如皮肤瘙痒、瘀斑、疼痛等[4]。恐惧

心理的产生主要是由恐惧对象与个体之间存在某种

特定的关系而引起,例如当患儿处于恐惧状态时,其
身体和情绪都会发生改变,如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全
身出汗等。恐惧心理与其他应激反应一样会使机体

发生一系列生理变化,如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5]。
此外,恐惧心理还会导致患儿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
当患儿处于恐惧状态时,其机体内环境发生改变,使
患儿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如恶心、呕吐、出汗、晕厥等。
由于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神经系统尚未发育成

熟,对外界刺激敏感且易受惊吓。当静脉采血时,由
于血管扩张、瘀滞和静脉壁的痉挛等因素易导致局部

疼痛而引起患儿哭闹,继而影响采血效果。另外,当
儿 童 处 于 极 度 饥 饿 或 极 度 口 渴 时 也 会 引 起 疼 痛

不适[6]。
2.2 心理表现 有研究表明,儿童在采血过程中,尤
其是采血困难的患儿,出现疼痛的可能性较大[7]。疼

痛会对患儿心理状态产生不良影响,使患儿产生恐惧

心理,从而拒绝采血。疼痛可能通过以下3种途径来

影响儿童的心理状态:(1)通过影响儿童神经系统从

而影响其心理状态;(2)通过影响儿童的自主神经功

能,如交感神经兴奋和迷走神经抑制等引起的躯体反

应;(3)通过疼痛引起不良情绪反应。在采血过程中,
由于小儿机体反应能力差,神经系统调节功能不完

善,对疼痛的反应不敏感,可能会产生恐惧心理。而

恐惧心理可进一步加剧患儿对采血过程中疼痛的恐

惧情绪[6]。由于患儿年龄小,缺乏对采血过程的正确

认知,致使其恐惧心理更加严重,他们常常会表现出

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8]。这种情绪不仅会影响患

儿对采血过程中血管损伤程度的判断及对采血技术

的掌握,还会直接影响患儿对采血护士的信任感和满

意度[9]。心理因素是指患儿在采血过程中出现的应

激反应。采血过程中产生应激反应的原因有很多,包
括恐惧、紧张、焦虑、疼痛等。在儿童中比较常见的是

由于对采血结果不满意而引起的恐惧心理[10]。具体

来说,如果儿童在接受采血时,对于血液检查的结果

有某种期望或担忧,例如他们可能担心自己的健康状

况或疾病的诊断结果,而当这种结果未能满足他们的

期望或让他们感到担忧时,便可能引发他们的恐惧反

应。这种恐惧反应可能是对于未知的恐惧,也可能是

对特定结果的恐惧。
3 不同年龄段儿童在静脉采血时出现恐惧心理的原

因分析

不同年龄段儿童在静脉采血时出现恐惧心理的

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以下是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出现

恐惧心理的可能原因分析。
3.1 幼儿(3岁以下) (1)陌生感:幼儿对陌生环境

和陌生人可能感到恐惧,而静脉采血通常需要与陌生

的医护人员接触,这可能引发恐惧心理;(2)疼痛感

知:幼儿对疼痛的感知能力较弱,静脉采血可能会带

来疼痛感受,导致恐惧和不安情绪[11];(3)语言沟通困

难:幼儿语言表达能力有限,难以理解医护人员的解

释和安抚,这也可能加剧儿童恐惧情绪[12]。
3.2 学龄前儿童(3~6岁) (1)想象力丰富:学龄前

儿童的想象力较为丰富,他们可能会对静脉采血过程

产生各种恐惧的想象,例如认为会受到伤害;(2)控制

感缺失:学龄前儿童可能缺乏对自身情况的控制感,
静脉采血可能让他们感到无助和恐惧;(3)对疼痛的

恐惧:学龄前儿童对疼痛的认知逐渐增强,他们可能

对疼痛产生恐惧。
3.3 学龄儿童(6岁以上) (1)先前经历影响:学龄

儿童可能会受到先前静脉采血经历的影响,如果曾经

有不愉快的经历,可能会导致恐惧心理;(2)对过程了

解:学龄儿童对静脉采血过程有更多的了解,可能会

因为担心疼痛或不适而产生恐惧;(3)社会比较压力:
学龄儿童可能会受到同龄人或家长的影响,对静脉采

血过程产生恐惧,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或受到痛苦。
4 不同年龄段儿童在静脉采血过程中恐惧心理的调

节措施

近年来,儿童心理护理逐渐受到重视。但儿童不

同年龄阶段对采血恐惧的产生原因及应对方式存在

差异,需 要 根 据 不 同 年 龄 阶 段 采 取 不 同 的 干 预

措施[12]。
4.1 采血前 儿童在心理上对医院及穿着白大褂的

工作者是抗拒的。医护工作者要注重技巧,用微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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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使儿童减少恐惧,给儿童温和、亲切的感觉,拉近

彼此关系,从而建立初步的信任。与儿童聊天,询问

其感兴趣的事情,并让其身处于感兴趣的事情而忘记

采血的恐惧。对于一开始就哭闹不停的儿童,要有耐

心,并慢慢安抚,切不可粗暴治疗,以免留下阴影。若

还 是 哭 闹 不 止,应 停 止 治 疗,等 候 片 刻,并 予 以

安慰[13]。
4.2 采血中

4.2.1 采用视觉提示法减轻采血疼痛及恐惧 视觉

提示法是指利用儿童熟悉的事物,以卡通图片或玩具

为载体,将采血的相关信息通过视觉形式呈现在儿童

面前,以此来降低采血疼痛及恐惧的方法[14]。
视觉提示法和注意力转移法可以针对不同年龄

段的患儿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患

儿,视觉提示法和注意力转移法都可以帮助他们应对

焦虑和不良情绪。重要的是要根据患儿的年龄和发

展阶段选择适合的方法来实施干预措施[14]。
 

如使用卡通图片或玩具作为载体,通过在儿童面

前展示采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疼痛和不适,让儿童通

过视觉认知来消除恐惧心理[15]。这种方法最早由

PORZAK等提出,应用于儿童静脉采血,其目的是减

轻患儿对疼痛的恐惧心理,提高患儿配合度。该方法

主要通过将采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疼痛信息通过卡

通图片、玩具等方式呈现在儿童面前,通过视觉化刺

激让患儿形成条件反射[16]。有研究表明,使用卡通图

片和玩具作为载体后,能有效缓解采血时的疼痛反

应[17-18]。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考虑以下问题:
(1)在选取卡通图片时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

的原则;(2)在选用卡通图片和玩具时应充分考虑其

色彩、形状等特征;(3)在选用卡通图片和玩具时应注

意其与其他载体的搭配性,以避免给儿童带来“视觉

疲劳”;(4)在选用卡通图片和玩具时应注意其色彩及

图片质量[19-20]。
4.2.2 转移注意力法 在为儿童进行静脉采血时,
转移注意力法可以结合视觉提示法一起使用。转移

注意力法是指利用图像、颜色、形状等视觉元素来引

导儿童的目光和注意力,以帮助他们转移对采血过程

的关注。例如,可以在采血室中布置有趣的图片、玩
具、动画片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同时利用色彩鲜

艳的绷带、可爱的针头等道具来缓解儿童的恐惧感。
(1)3岁以下幼儿期。视觉提示法:使用鲜艳的颜色、
明显的形状或符号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可以将这

些提示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联系起来,例如在玩具上

贴上标签或使用鲜艳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的物体[21]。
注意力转移法:通过引导幼儿注意其他事物来转移他

们对不感兴趣或焦虑的事物。例如,当幼儿哭闹时,
可以引导他们注意周围的环境、听音乐、玩玩具等,以
帮助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2)3~6岁学

龄前儿童。视觉提示法:使用更多的图片和符号来帮

助儿童理解事物,可以将这些提示与书籍、故事或游

戏联系起来,以增强儿童的理解和记忆。注意力转移

法:通过引导儿童注意其他事物来转移他们对不感兴

趣或焦虑的事物。例如,当儿童哭闹时,可以引导他

们注意周围的环境、听音乐、玩游戏等,以帮助他们将

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22]。此外,可以教儿童一些

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如深呼吸、放松身体等。(3)6
岁以上学龄儿童。视觉提示法:使用更多的图表和可

视化工具来帮助儿童理解事物,可以将这些提示与学

校作业、阅读或游戏联系起来,以增强儿童的理解和

记忆。注意力转移法:通过引导儿童注意其他事物来

转移他们对不感兴趣或焦虑的事物。例如,当儿童遇

到困难时,可以引导他们注意周围的环境、听音乐、玩
游戏等,以帮助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此

外,也可以教儿童一些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如深呼

吸、放松身体等。
在实施转移注意力法和视觉提示法时,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1)与儿童建立良好的沟通:医护人员需

要与儿童建立信任和良好的沟通关系,了解他们的兴

趣爱好和喜欢的物品,以便更好地引导他们的注意

力。(2)创造舒适的环境:采血室应该营造一个舒适、
温馨、轻松的氛围,以减轻儿童的紧张感和恐惧感。
可以布置一些柔和的灯光、温暖的色调、舒缓的音乐

等元素。(3)给予适当的奖励:在儿童完成采血后,可
以给予他们适当的奖励,如小玩具、糖果、贴纸等,以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4)家长陪伴:是儿童

最信任和最安全的力量,可以让家长在采血过程中给

予儿童情感支持和鼓励,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采血

过程[23-25]。
4.3 采血后 对于在采血过程中表现不错的儿童要

予以鼓励,并加以口头赞美,这有助于其形成健康的

心理[26]。
5 小  结

由于儿童在生理、心理上与成人存在差异,对静

脉采血有着不同的恐惧心理,导致采血时容易产生疼

痛感,甚至出现皮肤损伤。因此,在儿童静脉采血前,
护理人员要进行全面的健康宣教,告知其静脉采血的

目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帮助患儿克服恐惧心理;在进

行静脉采血时,要注重患儿的心理变化,根据不同阶

段采用不同的干预措施;在进行静脉采血操作时,护
理人员要细心、耐心、温柔操作;对患儿进行心理干预

时,要及时观察患儿的情绪变化,一旦出现异常情况

应立即停止采血;对于出现恐惧心理的患儿要及时给

予安慰、鼓励和支持等[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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