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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护理对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并发症情况的影响研究

杜金颖

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南阳　473000

摘　要：目的：研讨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对其采取责任制护理对并发症的影响。方法：研究纳入了在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2 月时间段内，自行前往我院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共计有 60 例，分组方式为随机数字表法，各 30 例，对

比组实行常规护理，干预组实行责任制护理，干预组与对比组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并发症情况实施组间对照。结果：

（1）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 P 值＞ 0.05，无差异。干预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后生理机能、

情感职能、精神状态、精力评分高于对比组患者，P ＜ 0.05，有差异。（2）干预组（6.67%）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

导管脱落、导管扭曲、渗血等并发症低于对比组（30.00%）的患者，P ＜ 0.05，有差异。结论：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

对其采取责任制护理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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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竭是指肾功能持续、渐进性丧失的疾病，其

主要表现为肾脏无法有效过滤体内的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最

终可能导致尿毒症的发生。血液透析是 CRF 患者在终末期

肾病阶段常见的治疗手段，通过透析机帮助患者排除体内的

代谢废物和过多水分 [1]。本研究针对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护

理方案进行分析，讨论责任制护理的应用效果。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纳入了在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2 月时间段内，自

行前往我院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共计有 60 例，分

组方式为随机数字表法，各 30 例。干预组男 16 例、女 14

例。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年龄 26-64（46.18±10.03）岁。

对比组男 18 例、女 12 例。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年龄 26-62

（46.15±10.01）岁。就干预组与对比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

析患者年龄、性别对照统计结果为 p ＞ O.O5，可以对比。

1.2 方法

对比组实行常规护理，干预组实行责任制护理，责任护

士需在透析前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包括体重、血压、心率

等基本生命体征的监测，评估是否存在透析前的液体负荷、

低血压、贫血等问题 [2]。通过体重变化、血压、尿量等指标

判断患者的液体负荷，适时调整透析方案，若液体负荷过多，

应减少透析过程中的超滤量；若液体负荷过少，需注意预防

低血压。透析前，护士通过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对透析的

情绪反应，提供心理支持，帮助患者缓解焦虑和紧张情绪 [3]。

在透析过程中，责任护士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血

压、心率、呼吸、体温等），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

措施，护士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电解质水平（如钠、钾、钙、

磷等），防止电解质紊乱，还需要监控患者的酸碱平衡，预

防透析后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或碱中毒。透析结束后，护士需

再次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体重等，评估患者的临床状态，

确保透析过程中的液体和电解质调节得到有效实施，患者可

能会出现乏力、头晕、恶心等症状，责任护士需要给予适当

的支持和指导，帮助患者调整饮食，增加营养摄入，保证足

够的休息，避免剧烈运动 [4]。

1.3 观察指标

评估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包括生理机能、情

感职能、精神状态、精力，每项满分均为 100 分，分数高则

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越高 [5]。记录患者并发症情况，包

括导管脱落、导管扭曲、渗血等。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评估 60 例慢性肾衰竭血液透

析患者资料，计数资料包含导管脱落、导管扭曲、渗血等并

发症情况，X2 检验计算后呈现为 n（%），计量资料包含慢

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前后生理机能、情感职能、精神

状态、精力评分，t 检验计算后呈现为（均数 ± 标准差），

其结果 P ＜ 0.05 则评估为差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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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前后生理机能、情感

职能、精神状态、精力评分比较

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 P 值＞

0.05，无差异。干预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后生理

机能、情感职能、精神状态、精力评分高于对比组患者，P

＜ 0.05，有差异。见表 1。

表 1：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前后生理机能、情感职能、精神状态、精力评分比较 [ 分 ]

组别 例数（n）
生理机能 情感职能 精神状态 精力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干预组 30 61.19±7.09 88.22±5.23 65.02±6.34 90.27±4.36 57.11±8.59 86.99±6.13 60.21±7.84 88.29±5.41

对比组 30 61.25±7.23 80.18±6.63 65.28±6.41 83.16±5.88 57.38±8.53 78.34±7.40 60.18±7.74 81.06±6.30

t 0.0324 5.2148 0.1579 5.3200 0.1221 4.9304 0.0149 4.7687

P 0.9742 0.0000 0.8750 0.0000 0.9031 0.0000 0.9881 0.0000

2.2 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导管脱落、导管扭曲、渗

血等并发症情况比较

干预组（6.67%）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导管脱落、

导管扭曲、渗血等并发症低于对比组（30.00%）的患者，P

＜ 0.05，有差异。见表 2。

表 2：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导管脱落、导管扭曲、渗血等并发

症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n） 导管脱落 导管扭曲 渗血 总并发症

干预组 30 1（3.33） 1（3.33） 0（0.00） 2（6.67）

对比组 30 4（13.33） 3（10.00） 2（6.67） 9（30.00）

X2 5.4545

P 0.0195

3 讨论

责任制护理是一种以护士为核心、注重个性化、全程、

系统的护理模式，其基本理念是由一位责任护士负责患者的

全程护理，包括健康评估、病情监测、护理干预、教育指导

等 [6]。本研究针对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对其采取责任制

护理，结果显示，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前生活质量

评分无差异，干预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后生理机

能、情感职能、精神状态、精力评分高于对比组患者。责任

制护理强调个性化、全程跟踪的护理服务，护士根据患者的

临床表现和需求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这种个体化的护理有

助于更精确地控制液体平衡、电解质水平和酸碱平衡，从而

优化透析治疗效果，减轻透析引起的不适，避免出现如透析

相关低血压、贫血等问题。护士通过与患者的长期接触，能

够建立信任关系，给予患者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种信任关

系能有效缓解患者对透析治疗的负面情绪，增强患者的安全

感和依赖感，降低焦虑和抑郁情绪，从而提高情感职能。慢

性肾衰竭患者常因长期依赖透析产生消极情绪或精神压力，

责任护士能够通过心理干预和情绪管理帮助患者进行自我

调节，避免负面情绪的蔓延，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 [7]。如透

析过程中的低血压、抽筋等问题，责任护士能够及时发现并

处理，减少透析过程中的不适症状，帮助患者保持较好的体

力状态，提高精力水平。干预组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

导管脱落、导管扭曲、渗血等并发症低于对比组的患者。责

任护士负责定期检查患者的透析导管，确保其位置正确，防

止导管移位或脱落，通过细致的护理，如避免过度牵拉导管、

避免剧烈活动、合理固定导管等，能够有效减少导管脱落、

导管扭曲、渗血的风险。

综合以上结果，责任制护理于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敢

于中具备临床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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