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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血液净化患者并发症预防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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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在血液净化患者并发症预防中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此次研究对象中所入选的患者为血液净化患
者，均于 2019 年 3月- 2020 年 3月期间收治于本院，共 48例。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即为护理 A 组及护理 B 组，
其中护理 A 组采取针对性护理，护理 B 组采取常规护理，每组各 24例。患者护理后分析比较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由并发症护理数据方面上可见，护理 A 组相比较护理 B 组较低（P<0.05）。由护理满意度数据方面上可见，护理 A 组
相比较护理 B 组较高（P<0.05）。结论：将针对性护理干预方法应用在血液净化患者并发症预防中能够凸显降低并发症的产生，
从而可提升其护理满意度。由此可以见得，此种护理方法在血液净化患者并发症预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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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液净化治疗中，可产生很多创伤性操作，因患者的

抵抗能力较差，同时其暴露的时间相对较长，从而很容易产
生诸多的并发症

[1]
。因此需要在患者采取血液净化治疗中采

取有效的护理干预。为此，此次研究对象中所入选的患者为
血液净化患者，均于 2019 年 3 月-2020 年 3 月期间收治于本
院，共 48 例。探究在血液净化患者并发症预防中采取针对性
护理干预的效果。研究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中所入选的患者为血液净化患者，均于

2019 年 3 月-2020 年 3 月期间收治于本院，共 48 例。将其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即为护理 A 组及护理 B 组，其中
护理 A 组采取针对性护理，护理 B 组采取常规护理，每组各
24 例。两组男女占比为 13:11 与 12:12；年龄在（护理 A 组：
45-67 岁，平均 56.32±4.35 岁）与（护理 B组：42-63 岁，
平均 56.57±4.46 岁）。上述两组基础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后
无含义（P＞0.05）。本研究所入选的患者均满足纳入标准，
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已通过伦理审核批准。 

1.2 方法 
护理 B组采取常规护理，护理 A组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

方法详见下文： 
（1）护理准备：在患者入院后，对其予以血液净化相关

知识进行健康教育，以促使每位患者能够对自身的病情、治
疗等详细了解，同时给予患者发放血液透析相关知识手册，
嘱咐患者对手册中的相关知识予以认真阅读，促使患者可对
相关注意事项进行详细的了解。向其讲解本院的现今的医疗
情况，以消除患者担心治疗的问题，同时可促使其做好心理
准备。在患者采取血液净化治疗前，护理人员应对相关仪器
进行检查，确保仪器能够正常运行，以使得患者的治疗可顺
利进行。对相关检查进行详细记录，若产生异常情况应及时
上报，防止产生医疗事故。 

（2）患者血液净化治疗期间护理：患者在施行血液净化
治疗期间，对患者血压、心率变化进行实时监测，若患者心
率产生异常情况，应立即通知医生，并协助医生对患者进行
相应的干预。在患者血压产生突发性降低前兆时，需要立即
终止超滤，患者调整为头低位，给予电解质纠正；治疗期间
所使用的置换液应事先进行预热处理，防止患者体温产生降
低的情况。 

（3）患者血液净化治疗后的护理：患者通过血液净化治
疗后，需要在无菌环境下进行导管封闭，同时根据情况对封
闭液的剂量及种类进行调整，事先进行抗生素予以预防干预，
从而防止中心静脉置管发生感染。 

（4）卫生以及环境护理：在护理人员接触管道及穿刺部
位时，应每天对间隙期进行清洁以及消毒，给予血液净化患
者提供单独病房，对亲属的探访次数以及时间进行限制，同
时维持血液净化中心的温湿度处于合理范内。 

1.3 效果标准 

患者护理后分析比较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及护理满意度。
对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予以密切观察，其中囊括低血压、穿
刺部位出血、心率失常以及体温异常。制定满意度问卷调查
表，依此来评价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满意度等级分为非常满
意、一般满意及不满意。计算方法为非常满意加上一般满意
比上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理。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检验；（%）用于表示计数资
料，用（x2

）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
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分析 
护理 A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7.14%（2/28）：低血压 1例、

穿刺部位出血 0、心率失常 0 以及体温异常 1 例。护理 B 组
并发症发生率为 28.57%（8/28）：低血压 3 例、穿刺部位出
血 3、心率失常 1以及体温异常 1例。x2

检验值：并发症发生
率（x2

=4.383，P=0.036）。由并发症护理数据方面上可见，
护理 A组相比较护理 B组较低（P<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护理 A 组护理满意度为 96.43%（27/28）：非常满意 17

例、一般满意9例、不满意1例。护理B组护理满意度为75.00%
（21/28）：非常满意 11 例、一般满意 10 例、不满意 7例。
x2
检验值：护理满意度（x2

=5.250，P=0.022）。由并发症护
理数据方面上可见，护理 A组相比较护理 B 组较低（P<0.05）。
由护理满意度数据方面上可见，护理 A 组相比较护理 B 组较
高（P<0.05）。 

3 讨论 
血液净化属于目前维持生命的治疗方法，该治疗方法一般

应用在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急性肾衰竭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等治疗中。血液净化具备血流动力学环境稳定，内环境变
化温以及血压以及血浆渗透压的波动不凸显等特点

[2]
。 

针对性护理则是根据血液净化患者的病情情况以及护理
需求不同，对患者进行相应护理干预，能够按照血液净化患
者的需求采取护理，从而能够较好防止并发症的产生。本次
研究结果中，由并发症护理数据方面上可见，护理 A 组相比
较护理 B组较低（P<0.05）。由护理满意度数据方面上可见，
护理 A组相比较护理 B组较高（P<0.05）。 

综上所述，将针对性护理干预方法应用在血液净化患者
并发症预防中能够凸显降低并发症的产生，从而可提升其护
理满意度。由此可以见得，此种护理方法在血液净化患者并
发症预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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