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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强化护理管理模式对绣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液体平衡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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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观察强化护理管理模式对绣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液体平衡癿影响。斱法：陑机将我陊 2017年 6月~2018

年 6月收治癿 94例行绣持性血液透析癿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47例。对照组行常觃护理管理，观察组给予强化护理管理模式。
比较两组护理管理效果。结果：观察组体重增加合栺率、充血性徎力衰竭収生率、每次透析脱水正常率以及血压达标率等指标
均明显优亍对照组(P＜0.05)。结讳：强化护理管理模式在MHD重效果理想，有利亍陈低护理差错呾事故収生率，幵保持机
体内环境癿稳定，提高了患者癿生活质量，值徉推广应用。 

兲键诋：强化护理管理；绣持性血液透析；液体平衡；护理效果 

 

近年来，尿毒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往往会引起心脑
血管疾病如充血性心力衰竭、恶性高血压等，是导致尿毒症
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1]
。血液透析是治疗尿毒症的重要

措施，但该方法往往会造成患者血压达标率低、水钠潴留等
情况。有关研究发现

[2]
：强化护理管理模式有利于保持患者

血压水平的稳定，并显著降低心脑血管发生率，延长了患者
的存活时间。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将我院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 94 例行维
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47 例。其中观察组男
25 例，女 22 例；年龄：43～77 岁，平均年龄：56.2±2.4

岁；透析时间:2～8 年，平均时间：5.1±0.4 年。对照组男
26 例，女 21 例；年龄：42～78 岁，平均年龄：56.3±2.3

岁；透析时间:2～9年，平均时间：5.3±0.5年。入选标准：
（1）符合血液透析指征者；（2）同意本次研究者。排除标
准：（1）近期伴输血史者；（2）伴全身严重感染者；（3）
伴恶性肿瘤者；（4）预期寿命大于两年者。两组基本资料差
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管理，主要由常规心理干预、定
期巡查以及健康宣教方面等。（2）观察组行强化护理管理模
式，主要内容有：①完善科室护理管理力度：护士长应根据
科室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并明确护理人员的职责。同时
科室应定期对护士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服务意识、法律意
识以及责任意识，从而提高护理质量；同时定期开会讨论护
理过程中的存在的风险问题，并制定相应防范措施；另外护
士长还应定期组织护士参加讲座以及模拟演练，从而提高其
操作水平、服务水平，改善其主观能动性；②改变运行机制：
护士长应定期对护士进行考核，实施竞聘上岗制度，并根据
考核结果聘用各级护理人员。同时设立奖惩制度，从而提高
护士的工作、学习积极性，改善科室的护理质量；③推行星
级服务理念：护士长应不断向护士推行星级服务理念，将该
理念与护理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规范护理人员的护理行为，
提高其主动服务的意识，维持护患关系的和谐发展；④提高
培训力度：科室应注意提高护士的职业道德素质，定期开展
相关讲座，增强其敬业爱岗的意识，从而改善其整体素质与
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⑤护工方面：为进一步保障患者的高
质量生活，科室建立助护队伍以分担护理人员的部分工作，
这不仅解决了临床中护理工作实际存在的困难，同时也可始
终照顾患者，并进行功能检查以及特殊治疗，大大提高了护
理的质量与效率；⑥安全保障方面：因大多数患者存在机体
抵抗力较差等情况，这不仅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也
不利于病情的康复。因此护士长应对这些出现风险事件高的

患者进行重点护理，同时仔细观察可能潜在的风险因素，并
制定相应防护手段。 

1.3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18.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 χ2

检验。 

2 结果 

两组护理管理效果分析  观察组体重增加合格率、充血
性心力衰竭发生率、每次透析脱水正常率以及血压达标率分
别为 95.74%（45/47）、2.13%（1/47）、93.62%（44/47）、
97.87%（46/47）；对照组分别为 76.60%（36/47）、12.77%

（6/47）、74.47%（35/47）、76.60%（36/47）；两组比较
差异显著 (P＜0.05)。 

3 讨论 

强化护理管理模式主要是对患者给予多方面、全方位的
管理，从而使患者一直处于医护人员的管理，这可明显改善
血液透析效果。强化护理管理模式完全转变了常规的护理管
理方法，不仅有利于使患者在住院过程中享受良好的护理服
务，同时还使护理工作更为科学化、合理化以及人性化，保
证了护理工作的质量

[4]
。强化护理管理模式主要具有以下优

点：（1）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健康意识，提高护士的服务意识，
从而提高患者治疗的积极性以及满意度；（2）有利于增强护
士的岗位责任机制，确保岗位的责任化管理，避免工作过程
中因遗漏细节而发生的意外；（3）改善绩效考核机制，有利
于增强护士工作的积极性。目前，强化护理管理模式主要以
“强化”为理念，强调护理时对各类工作内容的“精”、“细”、
“严”、“密”以及“准”，这有利于使护理工作更加个性
化、规范化以及精细化。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笔者认为护
士长在护理管理工作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她起着组织、
引导以及管理等作用，往往需要从宏观方面把握工作的发展
方向，从而保证护理服务更加科学化、合理化以及规范化。
总之，强化护理管理模式在 MHD 重效果理想，有利于降低护
理差错和事故发生率，并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提高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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