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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护士为主导的分组管理模式对血液透析护理质量的影响 
贾晓俐  汪凤仪  闻醒  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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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采取以护士为主导的分组护理管理模式对血液透析护理质量的影响及价值。方法：本次研究对象为需要进行
血液透析的患者共 104 例，均选自于本院从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收入住院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分
别 52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管理模式，观察组给予以护士为主导的分组护理管理模式。结果：观察组患者的血液透析效果
及护理质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值＜0.05）。结论：对血液透析患者实施以护士为主导的分组护理管理模式效果显著，可有
效提高护理质量，促进血液透析效果的提升，利于患者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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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血液透析对患者血液进行透析处理，用以排出患

者体内代谢废物，但有数据表明，患者在进行血液透析时容
易发生钙磷代谢紊乱、营养不良等情况，严重影响患者治疗
效果，影响预后。有资料表明，对血液透析管理实施以护士
为主导的分组护理管理可有效提升护理质量，促进治疗效果
的提升

[1]
。本研究通过对两组患者采取不同护理管理模式，

旨在于探究以护士为主导的分组护理管理模式对血液透析患
者的护理效果及临床价值，具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择取我院于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104

例需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2 例。 

纳入标准：入组患者的临床表现及检查结果均符合血液透
析的适应症；患者及家属对本次研究均知情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有其他重要器官严重功能障碍者；有精神系
统疾病者；与他人不能正常交流者；有恶性肿瘤者；不能坚
持配合护理者。 

对照组：男：女=28：24；年龄：38-75（57.55±1.37）岁。 
观察组：男：女=26：26；年龄：39-76（57.94±1.51）岁。 
组间资料对比，p值＞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管理模式：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并详

细记录，保持病房舒适、整洁。观察组采取以护士为主导的
分组护理管理模式，具体为：①组建管理小组：依据患者情
况，采取自愿报名参与并分为若干小组。②培训学习：组长
评估患者与其他组员情况，加强护士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
能够熟练掌握预防措施及操作技能，同时制定相关评价标准
并全员学习。③具体分组：（一）凝血小组：定期检查血液

透析仪器，避免气体残留，同时检查患者输液其中是否进入
空气，及时处理并详细记录各情况。（二）出血小组：仔细
控制抗凝剂的使用，反复核对，避免错误，穿刺时慎重选择
方式及部位，同时注意渗血情况并调节合适速度，避免诱发
不良反应。（三）漏血小组：实时关注各管路的连接，保持
紧密连接，检查穿刺针是否稳定及静脉端夹子是否打开。（四）
溶血小组：核对血液型号，检查是否有消毒液残留，检查灭
菌水有无及时排出。（五）感染小组：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并
规范操作，护士以高度责任心态度操作，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④严密观察患者状态，包括心理情况，一旦患者出现恶心呕
吐、血压降低、头痛等情况，护士应及时相互检查护理流程，
评估患者不良反应原因。减少透析噪音，保证安全的透析环
境，指导患者饮食、运动。⑤质量反馈：小组组长对本组内
护理情况进行汇总，全员针对汇总情况进行讨论、分析、总
结，对存在的问题给予改进，科室内进行相关考核工作，以
提高护士工作积极性。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透析效果及营养指标情况

[2]
，其中透析

效果包括血钙、血磷、血钾；营养指标包含白蛋白、血红蛋
白、铁蛋白，统计达标率。 

①对比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情况，内容有病区管理、护理
安全、专科质量、感染预防与监测。 

1.4 统计学 
文中计数、计量资料分别用 x

2
、t 检验，SPSS20.0 软件

处理，P＜0.05，说明对比数据差异明显。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透析效果及营养指标达标情况 
观察组的透析效果及营养指标达标率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透析效果及营养指标达标情况[例（%）] 

组名 例数 血钙 血磷 血钾 白蛋白 血红蛋白 铁蛋白 

对照组 52 28（53.85） 28（53.85） 32（61.54） 31（59.62） 33（63.46） 32（61.54） 

观察组 52 41（78.85） 40（76.92） 46（88.46） 47（90.38） 49（94.23） 48（92.31） 

x
2
值 - 7.278 5.566 10.051 13.128 14.758 13.867 

P 值 - 0.007 0.018 0.002 0.001 0.001 0.001 

2.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质量 
观察组的护理质量（病区管理、护理安全、专科护理、

感染预防与监）评分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质量（ sx  ） 

组名 例数 病区管理 护理安全 专科护理 感染预防与监测

对照组 52 89.32±2.20 90.36±3.51 90.66±2.71 91.63±2.54 

观察组 52 96.51±2.08 97.74±2.22 96.80±1.74 97.85±1.67 

T 值 - 17.125 12.814 13.748 14.755 

P 值 -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目前临床用于肾功能衰竭患者的主要方法，

其目的主要是延长终末期肾病患者的生命。但是长期透析会
引起钙磷代谢紊乱，严重影响透析效果。以护士为主导的分
组管理模式可以最大程度促进护士积极性、主动性，同时还
能加强专业知识的掌握，能更加科学、规范的对血液透析进
行有效管理，提高护理质量

[3]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

透析效果及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对血
液透析管理工作实施以护士为主导的分组管理效果明显，可
有效促进护士专业知识的提升，促进透析效果的提高，提升
护理质量，促进患者预后。 

综上所述，以护士为主导的分组护理管理模式对血液透
析护理质量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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