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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冠基于新冠 CRRTCRRT 治疗在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护理分享治疗在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护理分享

吴旭丽 杨佳巧 赵  丽 刘伶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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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新冠感染者 CRRT 治疗用于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护理对策进行分析。方法：以本院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新冠 CRRT 治疗患者 78 例为对象，在该部分患者治疗过程中开展综合性护理干预。针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恢复情况进

行分析。结果：本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情绪较为稳定，部分患者治疗前存在有轻度焦虑、抑郁症状，护理后各方面症状迅

速得到改善。患者在治疗期间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各维度评分在护理后均得到提升。仅 2例患者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

经针对性处理后，并发症迅速得到改善，未对患者透析治疗造成影响。结论：新冠 CRRT 治疗用于维持性血液透析过程中

开展综合性护理支持，可以改善患者在治疗期间负面情绪，降低患者在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率，有助于保障对该部分患者

透析治疗的效果，帮助患者进行顺利度过过渡期。

【关键词】：新冠 CRRT 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护理

2022 年 9 月 COVID-19 奥密克戎变异株肆虐宁夏以来，

出现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MHD）感染。由于我院是宁夏

传染病定点医院，故我院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成

为此类患者应急情况下血液透析治疗的选择 [1]。为进一步

提升对新冠 CRRT 治疗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过程中的护

理效果，需结合该部分患者的特点，对各方面护理干预措

施进行完善。本次研究主要对新冠 CRRT 治疗在维持性血

液透析过程中接受综合性护理干预的作用进行分析。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本院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新冠 CRRT 治疗患者 78 例

为对象，在该部分患者治疗过程中开展综合性护理干预。

针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恢复情况进行分析。在患者组成

方面，本组患者中男性 40 例，女性 38 例，年龄在 55 至

78 岁间，患者年龄均值为（62.65±3.78）岁。纳入标准：（1）
患者均被临床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并接受相关治

疗；（2）患者及其家属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3）本研究经院方伦理研究委员为讨论通过。排除

标准：（1）资料不全；（2）其他严重慢性疾病患者；（3）
不配合者。

1.2 方法

本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接受综合性护理支持：

1.2.1 治疗前护理。

（1）患者评估。在该部分患者进行血液透析前，护理

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估。包括患者

当前病症严重程度，各方面生命指标变化情况，并综合性

分析该部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并提前

制定各方面干预措施，准备好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需要

使用的药物或者器械等。

（2）心理护理：此类病人为规律性透析病人，由于

CRRT 治疗与常规血液透析不同，患者会产生怀疑与担忧，

故治疗前需要给患者讲解 CRRT 的透析方法和效果。告知

患者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我们的应对措施。耐心解

答患者的疑虑，使患者轻松接受治疗。引导患者积极将内

心压力进行倾诉，护理人员给予患者鼓励和支持，并及时

给予患者需要等层面关心，促使患者可以体会到护理人员

对其的关注。指导患者家属、朋友等多给予患者鼓励和支持，

并和患者分享一些有趣的人或者事物，达到对患者注意力

进行转移的目的，促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以保持积极、

乐观的心态。

（3）知识宣讲：在治疗前，为提高患者配合度，需要

对有关新冠开展 CRRT 治疗的原理、流程和方法对患者进

行讲解，对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的过程、方法以及相关注

意事项进行告知，提高患者配合度和自我护理能力。

1.2.2 治疗过程中护理

（1）合理管理透析速度。在患者透析治疗过程中，护

理人员需要密切关注患者各方面生命指标的变化情况，包

括体温、心率、血压以及体温等，并结合患者病症变化情

况对透析速度合理进行调节，避免透析速度过快，导致患

者在透析期间出现应激反应，增加患者不适感。同时，需

要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对透析液温度进行合理调整，增加患

者舒适感。

（2）导管管理。在患者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需做好

各类管道管理工作，避免出现管道弯折或者受压等情况。

做好患者对应讲解工作，告知患者做好管道护理管理的作

用以及重要性等，促使患者在恢复过程中，提升管道自我

护理意识。

1.2.3 治疗后的护理

（1）患者的准备：CRRT 小组房护士应提前为病人准

备好氧气、心电监护等设备，监测病人的血压、心率、血

氧饱和度等。在监测患者各项指标时，应由专门的护理人

员负责，在护理过程中定时对患者各项生命指标进行监测，

一旦患者的各项指标出现异常时，需要及时对患者进行抢

救治疗，并告知主治医生，以便医生及时调整患者的治疗

方案。

（2）饮食护理：由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出现营

养不良、水电解质以及酸碱平衡失调等不良反应，为改善

患者营养状况，在治疗后需要对患者进行营养护理，在开

展营养护理时主要以饮食护理的方式进行。在饮食护理中，

护理人员要结合患者治疗特点，合理建议患者加强饮食护

理，在饮食过程中主要以清淡食物为主，并及时补充身体

所需要的维生素、蛋白质、微量元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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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护理前后体重的变化并做好记录、不良反应

发生率、负面情绪改善情况以及对护理依从度、满意度。

其中，（1）体重的变化通过记录患者护理前后的体重变化。

（2）不良反应发生率主要包括食欲不振、四肢无力、营养

不良、水电解质以及酸碱平衡失调等。（3）负面情绪改善

情况：采用 SAS/SDS 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分，分界

值为 50 分，50≥ 轻度焦虑 ≥ 59 分、60≥ 中度焦虑 ≥69 分、

重度焦虑 ≥70 分 [4]。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方法为：SPSS17.00；计量方法为：不良反应

发生率、护理依从度占比采用百分数（%），体重变化、

负面情绪改善情况评分采用（x±s）；组间比较核检验方法

为：x2 和 t；如果 P<0.05 具备统计学意义。

2 2 结果结果

2.1 患者体重变化情况

在本次研究中，护理前患者体重均值为（53.23±2.78）
kg， 护 理 后 体 重 均 值 为（50.78±3.56） 分，t=2.464，
p=0.879。

2.2 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在本次研究中，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56%（2/78），

食欲不振 1.28%（1/78）、四肢无力 0.00%（0/78）、营养

不良 0.00%（0/78）、水电解质以及酸碱平衡失调 1.28%
（1/78）。

2.3 患者护理前后负面情绪改善情况

在本次研究中，患者护理前 SDS 评分为（55.89±2.56）
分， SAS 评 分 为（58.33±1.12） 分。 护 理 后 SDS 评 分

为（40.16±2.32） 分， SAS 评 分 为（40.29±2.78） 分，

t=10.343、10.324；,p=0.001、0.001。

3 3 讨论讨论

在临床上对患者开展CRRT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临床上开展 CRRT 治疗是对重症患者脏器功能支持的一

种重要治疗手段。在开展 CRRT 治疗时，并发症较多，为

了能够有效避免患者出现各种并发症要通过密切监测患者

各项生命指标，在专业医护人员陪护能下采取针对性的护

理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2]。

在临床上，针对新冠开展 CRRT 治疗时，在进行维持

性血液透析过程中对患者开展围术期护理，具有重要价值。

该护理措施主要基于患者病情本身和治疗方案，为患者制

定的具有针对性的、全面的、科学的护理措施，在护理过

程中遵循以患者为本原则，以患者为护理中心，开展治疗前、

治疗中、治疗后护理。在护理过程中，为患者进行环境护理、

药、物品的准备能够提高患者的舒适度，使患者感受到人

文关怀 [3]。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进行相关护理，结合患

者的病情和治疗方法合理管理透析速度，能够降低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率 [4-5]。在本次研究中，针对新冠

开展 CRRT 治疗时，在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过程中对患者

开展围术期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其不

良情绪，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进一步提高患者治疗和护

理的配合度。

综上所述，针对新冠开展 CRRT 治疗时，进行维持性

血液透析过程中对患者开展围术期护理具有良好的临床应

用价值，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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