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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on the rate of patient 
complications in blood purificatio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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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rovement	of	complication	rate	in	blood	purification	patients.	Methods: 30 study subjec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patients	receiving	blood	purification	from	March	2023	to	September	2024,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lottery.	Clinically,	the	15	blood	purification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ook	routine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performed quality care. Complication rate, clinical blood monitoring index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used to determine 
which group of nursing effect is better. Results: After the end of nursing and clinical data,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clinical blood 
monitoring index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for	blood	purification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their complications, and the clinical blood monitoring index and nursing work satisfaction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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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优质护理在血液净化护理中对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
娘毛吉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中国·青海 海东 811100

摘 要

目的：针对血液净化患者应用优质护理对其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情况展开研究。方法：以本院2023年3月至2024年9月接受血
液净化患者里随机选出30名研究对象，并通过抽签法将他们均分作对照组和观察组。临床上对照组15名血液净化患者采取
常规护理，观察组施行优质护理。利用并发症发生率、临床血液监测指标以及护理满意度三项观察指标判断哪组护理效果
更佳。结果：护理结束并经临床数据统计处理显示，观察组血液净化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临床血液监测指标以及护理满意
度三项观察指标均优于对照组，且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血液净化患者应用优质护理能够有效地降低其并发症
的发生，同时临床血液监测指标与护理工作满意度也得到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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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以本院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9 月接受血液净化患者里

随机选出 30 名研究对象，并通过抽签法将他们均分作对照组

和观察组。在本研究中，对照组由 15 名受试者组成，其中

男性 8 名，女性 7 名。年龄跨度为 31 至 72 岁，平均年龄为

46.35 岁，标准差为 3.11 岁。体重范围为 42 至 82 公斤，平

均体重为 57.69 公斤，标准差为 4.35 公斤。在这些受试者中，

有 3 名患有慢性肾小球肾炎，5 名患有先天性多囊肾病，4 名

患有糖尿病肾病，以及 3 名患有高血压肾病。观察组同样由

15 名受试者构成，性别分布为男性 8 名，女性 7 名。年龄范

围为 32 至 73 岁，平均年龄为 46.46 岁，标准差为 3.12 岁。

体重范围为 41.5 至 83 公斤，平均体重为 57.53 公斤，标准差

为 4.33 公斤。在观察组中，4 名患有慢性肾小球肾炎，6 名

患有先天性多囊肾病，4 名患有糖尿病肾病，以及 2 名患有

高血压肾病。经比较两组血液净化患者性别、年龄、体重与

疾病类型等数据可知，其临床资料差异不显著（P ＞ 0.05），

可比较。

本研究的纳入标准包括：所有参与患者必须满足血液

净化治疗的适应症；患者及其家属在充分理解研究细节后，

自愿提供书面知情同意；此外，患者需具备完整的临床资料

和良好的治疗依从性。相对应的排除标准为：患有颅内出血

或颅内压异常升高者；即使经过药物治疗也无法纠正的严重

休克患者；存在沟通障碍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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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有脑溢血或未得到妥善控制的严重糖尿病患者。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采取相同的血液净化治疗，同时

前者采取常规护理主要为：护理人员在患者护理中需密切监

测生命体征，包括血压、血氧饱和度和体温，并详细记录用

药情况及不良反应。饮食上应保证营养均衡，建议少量多餐

以促进营养吸收并防止消化不良。患者应避免酒精和辛辣食

物，以免增加身体负担。若患者出现不适，护理人员应立即

通知医生并及时调整护理措施，确保患者安全与舒适。

观察组施行优质护理，具体为：第一，将优质护理理

念落到实处。为了加强护理人员对优质护理理念的深入理

解，并强调其在改善患者护理体验方面的核心作用，科室应

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系统的教育和培训。通过这些教育培

训措施，让护理人员充分认识到优质护理的好处，激发其内

在动力，从而主动提升专业技能、操作精准度和沟通交流能

力。此外，科室领导要优化坐班制度，保证护理人员有充

足的休息时间，这对于提升优质护理服务效率和质量大有

帮助。同时，护理人员也应鼓励参加研讨会、工作坊等持续

性的职业发展活动，以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保持在一个最新

的状态。通过这些综合性的努力，在为血液净化患者提供优

质护理服务方面，护理人员自身护理工作质量也得到切实提

升。第二，环境护理。护理人员要致力于构建一个既舒适又

符合卫生标准的环境，以改善血液净化患者的治疗体验。这

就涉及了经常性消毒程序实施、适时打开窗促进空气流通，

以保证空气质量在内的病房环境得到严格控制。另外，为了

保持室内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在治疗期间满足患者对舒适环

境的需要，护理人员需要密切监视天气状况，及时调整通风

保暖措施。第三，健康宣教与心理护理。①健康宣教：对于

血液净化的患者来说，其有效配合治疗的重点是对其疾病的

深入认识。因此，护理人员要以患者文化教育为背景，采取

适当的沟通方式及通俗易懂语言，将疾病机理及血液净化疗

法的细节及靶点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说明。这样既可以促进

患者正确认识疾病，又可以增强患者自我护理能力，从而帮

助患者对自身病情进行更有效的管理。②心理护理：在病情

影响下，血液净化患者不但在体能上承受着痛苦，而且心理

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引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这些

负面情绪的出现会降低血液净化患者对治疗依从性以及效

果。所以，护理人员必须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在提供护理

服务时运用合适的护理策略，与患者进行有效的交流。护理

人员通过建立信任关系，为了帮助患者缓解消极情绪，可对

患者心理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并对患者给予鼓励、安慰、

转移注意力等有针对性干预措施。通过这些努力，使血液净

化患者能感受到护理人员的关怀和温暖，从而保持一种积极

向上的心态去治疗。第四，血液净化护理。在实施穿刺程序

时，护理人员为了保证无菌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同

时需要谨慎地挑选患者皮肤上没有损伤、没有水肿的区域，

从而促进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地提高，并减少对患者二次伤

害。护理人员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医嘱对相关仪器参数进

行精确地调整，并对敷料进行经常性地更换。同时，护理人

员需要向患者强调，一旦出现任何不适或不良反应，都要马

上报告。另外，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穿刺部位皮肤颜色、血管

通路等进行严密监测，一旦发现任何异常，都要立即通知医

生，做到及时处理。护理人员在完成血液净化治疗后，为了

保证导管内没有血液残留，在封管操作中要用 5ml 注射器

进行负压抽吸。随后，为防止感染，护理人员还需用无菌敷

贴妥善保护了导管接头。最后，护理人员要把下次血液净化

治疗的具体时间明确告诉患者，以保证其能按时进行后续治

疗。第五，并发症护理。护理人员在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

为预防和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需要对患者的病情进

行严密的监测。针对肌肉痉挛，护理人员应保证血液净化患

者体位舒适，按医嘱对电解质浓度，尤其是透析液中的钙离

子含量进行适当调整，以减少肌肉痉挛地发生。对于低血压

这一并发症，在透析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对血压变化进行密

切监测及时作透析机超滤率进行调整，以保证血液容量的稳

定。护理人员在预防血液净化患者感染方面，要对透析器械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程，并对患者进行皮肤护理，减少感染

的危险性，保证透析环境的清洁。对于出血并发症，护理人

员要认真检查患者穿刺部位，保证没有渗血，必要时要调整

抗凝剂使用量。同时也要对患者进行教育，避免剧烈运动及

提重物、减少出血风险。另外，护理人员要制定个性化的护

理方案，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及时与医生进行沟通，调整

治疗计划，这样才能保证患者安全舒适地在血液净化治疗过

程中。第六，饮食护理。护理人员在血液净化完毕后还需就

患者饮食进行了指导。为促使机体恢复，建议患者多吃蛋白

质较高的食物如瘦肉、鸡蛋、鱼类等。同时，尤其强调要避

免豆制品的食用，钠盐摄入要严格控制，这样才能减轻肾脏

的负担。另外，为了保证营养平衡，护理人员要告知患者及

其家属每天都要注意必要的微量元素，增加新鲜蔬菜、水果

的摄入量。在水分管理上，为了防止因液体摄入过量而产生

的并发症，建议患者每天饮水量控制在 500 毫升加前一天的

总尿量。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中采用并发症发生率、血液监测水平以及护理

满意度这三项观察指标。其中并发症发生率统计血液净化患

者出现肌肉痉挛、低血压、感染以及出血出现例数；临床血

液监测指标检测患者血红蛋白、血钙、血钾以及血磷指标水

平；护理满意度以科室自拟调查问卷由患者独立评分，按分

值有非常满意、满意以及不满意三个等级。

1.4 临床数据统计处理
在本研究中，所收集的数据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分

析。分类变量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并以百分比形式呈现结

果。对于连续变量，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并以均值 ±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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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x±s）的形式报告。当 P 值小于 0.05 时，认为指

标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液净化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护理结束后，观察组以 6.67%（1/15）并发症发生率要

远低于对照组的26.67%（4/15），且组间差异显著（P＜0.05）。

2.2 两组血液净化患者临床血液监测指标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血液净化患者血红蛋白、血钙、血钾

和血磷等临床血液监测指标水平要优于对照组，且组间差异

显著（P ＜ 0.05），详细见表 1。

表 1 两组血液净化患者临床血液监测指标比较

组别
血红蛋白

（g/L）

血钙

（mmol/L）

血钾

（mmol/L）

血磷

（mmol/L）

观察组

（n=15）
102.73±1.49 2.31±0.32 4.75±2.08 1.84±0.23

对照组

（n=15）
93.21±0.91 1.11±0.21 3.16±0.55 3.25±1.61

P ＜ 0.05 ＜ 0.05 ＜ 0.05 ＜ 0.05

2.3 两组血液净化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护理满意度比较上，观察组为 93.33%（14/15），对照

组则是 73.33%（11/15），由此可见前者远高于后者，且组

间差异显著（P ＜ 0.05）。

3 讨论

结合临床实践可知，血液净化以半透膜效应为基础，

通过扩散和对流机制，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代谢废物和

过量电解质，实现血液净化，并帮助维持体内水、电的解质

和酸碱平衡。临床上，血液净化技术正是凭借着上述原理在

肾功能衰竭和急性中毒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

对于接受血液净化治疗的患者来说，往往面临一个长期甚至

终身的治疗周期，不仅对其身心健康造成明显影响，而且还

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痛苦和不良反应。此外，不少血液净化

患者对自身疾病认知较少，这使其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出现焦

虑、抑郁等心理障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势必会对

血液净化治疗效果造成不利影响。

优质护理在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护理工作的好坏对血液净化患者治疗效果而言有着不小的

影响。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及全方位的护理支持对需要做血液

净化的肾功能衰竭和急性中毒患者来说，这是保证治疗安

全、促进康复的关键因素。优质护理模式相对于传统的护理

而言，其是以患者为核心地位的，一切护理活动都是以患者

需求为出发点，提供全面的情绪支持与专业护理指导。这种

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对患者积极应对疾病、保持乐观

的人生态度有很大的帮助，从而保证了治疗的实效性，使患

者的长期预后得到改善，同时并发症的发生得到有效预防。

在本研究中，接受优质护理干预的观察组采取了包括

实施优质护理理念、改善护理环境、提供健康教育、心理支

持、血液净化过程管理、并发症预防和饮食指导等多个方

面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性护理措施。这些举措在生理、心理、

精神层面上全方位地满足了患者的护理需要。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比接受传统护理方法的对照组 

（P ＜ 0.05）明显降低。这说明实施优质护理可以有效降低

血液净化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对临床治疗效果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此外，观察组在控制临床血液监测指标方面也表现出

较好的效果，如血红蛋白、血钙、血钾、血磷等，这也有力

地支持了血液净化治疗。同时，观察组的患者也明显比对照

组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更高，优质护理的重要价值得到进

一步印证。

综上所述，血液净化患者应用优质护理能够有效地降

低其并发症的发生，同时临床血液监测指标与护理工作满意

度也得到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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