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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血透客护理巟作中癿应用敁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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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探究优质护理在血透客护理巟作中癿应用敁果。斱法：抽叏观察对象一兯 70例，均为在我陊血透客中接叐治疗
患者。研究旪间在 2018年 2月~2020年 2月。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小组（观察组呾对照组），实斲丌同护理措，观察组为优
质护理，对照组为常觃护理。观察对比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癿生活质量。结果：接叐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癿生活质量评分差建
丌大（P＞0.05），在采叏护理措斲后，观察组患者癿生活质量评分不对照组相比，均要更优，幵丏两组相兰数据迚行统计学分
析癿结果均为 P＜0.05，差建显著。结论：对血透客中接叐治疗癿患者，采叏优质护理措斲，可以及旪帮劣患者减轻丌适，对
亍患者生活质量癿改善也有重要意义，临床应用癿敁果较好，值徉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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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血液透析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血液透析
的原理是将人体中的血液，运用半透膜的原理，让其在半透
膜下进行渗透、扩散，将患者血液中的毒素等排出，再为患
者补充干净电解质，整个过程是一个交换过程，通过这个交
换作用，将患者体内的潴留代谢产物、多余的水分等，均清
除干净

[1]
，并且在向机体灌注透析液的过程中，还能为患者

补充所需营养物质等，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2]
。此次研究，

抽取观察对象一共 70 例，均为我院血透室中接受治疗的患者，
分组观察，探究优质护理在血透室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
详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执行的时间段在 2018年 2 月~2020 年 2 月，观

察对象一共 70 例，为本院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老年患者。70
例患者应用随机分组法进行处理，分别纳入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病例数为 35。患者的基础资料：观察组中男女例数分别
是 18、17，患者年龄区间为 62~70岁，中位年龄为（71.4±2.3）
岁。对照组中男性 17 例，女性 18 例，患者年龄最大 81 岁，
最小为 63 岁，平均年龄为（71.8±2.5）岁。两组患者的基
础资料（性别占比、年龄等）进行统计学处理，得到 P＞0.05，
差异不大。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透析治疗期间准确记录患

者信息，并密切观察患者身体各项指标，分析血液透析的治
疗效果并给予基本护理帮助。 

观察组患者接受优质护理，透析前，针对患者的病情，
制定护理计划，首先帮助患者了解血液透析的基础知识，需
要加强健康指导，让患者能够配合透析治疗。其次，密切观
察患者在透析过程中的情况，部分患者可能在接受透析治疗
的过程中出现皮肤瘙痒的情况，告知患者需忍耐，避免抓痒
导致皮肤破溃，引起炎症。透析完成后，记录好患者的身体
状况信息，要让患者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积极配合术后治疗，
还要注意增强体质，预防感冒等。日常健康教育管理中，要
求患者在生活上要戒除烟酒，注意观察排尿情况等。透析后
尽量不要剧烈活动，还要勤换洗衣物，注意检测患者的血压
情况，并通过定时查房来了解患者的病情进展。饮食方面要
多吃新鲜蔬菜，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并且要预防便秘，应
多食用粗纤维、易消化的食物。在患者的治疗环境方面，也
要定期进行消毒等，避免出现术后受到感染的情况。 

1.3 观察指标 
生活质量：评定项目主要参考 SF-36 生活质量表

[3]
中的

内容，包括生理职能、情感职能等等，每个项目满分为 100
分，取治疗前后患者的平均值进行统计学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运算按以下标准执行：处理软件—SPSS21.0；检

测项目两项，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x±s）；运算方式
为分别进行卡方（X²）检验、T 值检验；最终评定项目为 P
值，当 P＜0.05 即差异显著。 

2 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均较低，进行组间比较

后得到 P＞0.05，两组无明显差异；在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明显（P＜0.05），
详见表 1. 

3 讨论 
血液透析在临床的应用十分广泛，可以用于急性肾衰竭、

慢性肾衰竭、药物中毒等多种病症，及时帮助患者过滤体内
独毒素，减轻肾脏压力。血液透析还能在清除患者体内代谢
物废物的同时，帮助患者改善水、电解质平衡、酸碱平衡等，
在控制患者出现并发症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对于中毒的患者，
选择血液透析的方式来治疗，能够让年龄较大的患者及时清
除体内毒素，血液透析还有助于后续营养物质的输入，对于
患者身体的康复起到较好效果。并且血液透析不会对老年人、
有心血管病的患者造成较大伤害，对血管功能的损害小，临
床应用的安全性高。但同时，护理工作也非常重要，护理人
员要密切观察患者的透析情况，为患者建立良好治疗环境，
帮助患者减轻恐惧紧张的心理，才能有效提升血液透析的效
果。此次研究中，抽取 70 例血液透析的患者进行实验观察，
对患者分组后采取不同护理措施，根据最终观察的结果，在
优质护理下，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更高，并且帮助患者
了解到更多关注与血液透析治疗的注意事项，护理效果理想。 

综上所述，对血液透析的患者，采取优质护理，可以及
时帮助患者减轻不适，对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也有重要意
义，临床应用的效果较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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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护理前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n=35） 生理机能 社会功能 精神健康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3.2±1.3 79.5±1.7 56.8±0.9 78.4±1.4 52.7±1.1 77.8±1.4 
对照组 53.3±1.4 67.4±1.5 56.9±0.8 66.2±1.3 52.8±1.0 65.9±1.2 
T 0.4584 6.8942 0.4087 8.3507 0.3647 8.409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