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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对血液透析患者低血压发生率的影响分析

马　娟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目的：观察品管圈活动对血液透析患者低血压发生率的影响分析。方法：将在我院（2023 年 01 月 -2023 年 12 月）

收治血液透析患者 100 例，实施以品管圈活动为研究组。并回顾性分析（2022 年 01 月 -2022 年 12 月）血液透析患者 100 例，

实施以常规管理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在血液透析中 1h、2h、3h 血压水平，低血压发生情况，统计患者对管理的满意度。

结果：在血液透析中 2h、3h 时研究组舒张压、收缩压水平更高，（P ＜ 0.05）。研究组低血压率更低，（P ＜ 0.05）。 研

究组总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对血液透析患者实施以品管圈活动管理，可明显平稳患者透

析过程中的血压水平，降低透析中低血压发生率，提升患者对干预的满意度，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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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以患者需求为核心，致力于确保安全，提

升医疗服务质量”为管理工作的根本宗旨 [1]。品管圈作为

一种高效的品质管理工具，旨在集结具有相同、互补或类似

工作性质的团队成员，共同发挥集体智慧，协作探讨并解决

工作现场和管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与挑战 [2]。此方式

对于提升团队工作效率及服务质量具有显著作用，因而在各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血液透析，作为肾脏疾病临床治疗中

至关重要的手段，其核心效能在于精准高效地清除血液中的

毒素，并维持患者体内的酸碱平衡状态，以此有效遏制与延

缓疾病的发展进程 [3]。然而，在血液透析过程中，患者易

出现血液透析相关性低血压（IDH）并发症，该病症在血液

透析治疗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且发病迅速，严重时甚至可

能导致低血容量性休克，引发心跳及呼吸骤停，对生命安全

构成威胁，增加死亡率 [4]。因此，对于血液透析相关性低

血压的预防和治疗，医疗工作者应予以高度重视并深入开展

研究。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选取我院近期收治血液透

析者，以不同管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1）我院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2）

接受治疗；（3）依从性良好。排除标准：（1）既往心理、

睡眠障碍等疾病；（2）认知障碍等。将在我院（2023 年

01 月 -2023 年 12 月）收治血液透析患者 100 例，实施以

品管圈活动为研究组，男 57 例，女 43 例，透析时间 1.0-

5.0 年，平均（3.44±0.67）年，年龄 21.0-70.0 岁，平均

（45.83±2.75）岁。并回顾性分析（2022 年 01 月 -2022

年 12 月）血液透析患者 100 例，实施以常规管理对照组，

男58例，女42例，透析时间1.0-6.0年，平均（3.52±0.71）

年，年龄 22.0-71.0 岁，平均（46.05±2.94）岁。在一般

资料相对照，（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确保所有操作均严格依照

医嘱执行，遵循科室规章制度，全面而细致地执行各项护理

工作，同时详细指导注意事项。为患者提供健康指导与支持，

对于可能出现各种并发症，以预防性护理措施，达到减少并

发症的作用。

研究组开展品管圈活动，分析低血压原因，实施措施

如下。（1）组建小组：圈员由血透室护理人员组成，护士

长任辅导员，副护士长为圈长，经头脑风暴后确定圈名为“护

肾圈”，可改善透析质量，制作圈徽。（2）选定主题：罗

列需解决问题，头脑风暴分析层面，最终将主题确定为“降

低血液透析患者低血压发生率”。（3）问题分析小组以鱼

骨图法以及头脑风暴法研讨待解决问题。首先，责任机制落

实尚显不足，存在部分环节执行不够到位情况；其次，健康

教育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提高患者对透析治疗认知与

配合度；此外，还发现部分患者在透析过程中进餐，继而

引发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防范措施。

（4）具体措施如下：①为确保血液透析护理质量与安全，

实施严格责任机制。包括将患者细分为多个小组，为每组指

定责任护士。责任护士在透析前，行全面综合评估，对潜

在风险与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据此定制个性化护理方案，

为患者提供针对性护理。成立品管圈，负责监督。发现护理

问题后，将追究责任并提供指导与改进建议。②健康宣教，

充分考虑文化水平差异，制定分层次健康宣教计划。老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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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注重宣教内容通俗易懂与细致入微。对于血液透析的

相关知识、日常饮食的注意事项、低血压的成因及预防措施

等，进行耐心讲解。同时，汇编健康教育宣传手册，发放给

患者及其家属。加强护患间的交流，对于患者的饮食、血压、

睡眠等情况，责任护士都会主动过问，全面考核。对于血压

波动较大的患者，则会对其原因进行深入询问，并对其干

瘦、超滤量行重新确认。③透析时需注意饮食预防。治疗前，

护理人员会指导患者适当增加饮食，确保透析时无需进食。

以避免患者在透析过程中进食可能带来的风险。对于确实需

要进食的患者，在血透治疗结束后，会建议他们选择干食如

饼干、巧克力、面包等作为临时补充，并恢复正常饮食安排。

1.3 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在血液透析中 1h、2h、3h 血压水平，低

血压发生情况，统计患者对管理的满意度。满意率判断：采

取自制调查问卷主要对护理态度、护理效果、护理过程等，

分值 0-100 分，其中 0-40分非常不满意，41-59 分不满意，

60-69 分基本满意，70-89 分满意，90-100 分非常满意。总

满意为后 3项 [5-6]。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 25.0 版分析，用 x ±s 表示计量资料中符合

正态分布数据，T 检验比较；以例 (n)、百分比 (%) 列计数

资料，卡方检验，P＜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在血液透析中 1h、2h、3h 血压水平对照

在血液透析中2h、3h时研究组舒张压、收缩压水平更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1。 

2.2 两组低血压发生情况对照

研究组患者低血压发生率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低血压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 低血压 低血压率

研究组 100 1 1.00

对照组 100 12 12.00

X2 - 7.287

P - ＜ 0.05

2.3 两组患者对干预的满意度对照

研究组患者对干预总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3。

3 讨论

低血压是在血液透析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种并发症。

当患者在进行血液透析的过程中出现低血压时，他们通常会

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如头晕、恶心、呕吐以及其他胃肠道

反应。在极少数情况下，患者甚至可能会出现心律失常等严

重问题。这些症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血液透析过程中体液和

电解质的快速变化，导致血压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生理

反应。此类情况无疑会对实际疗效产生不良影响 [7-8]。鉴于

此，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以预防在治疗过程中发生低血压

症状，确保治疗的安全与效果 [9-10]。品管圈作为一种有效的

表 1 在血液透析中 1h、2h、3h 血压水平对照 （x±s，mmHg）

组别 例数
1h 2h 3h

收缩压 舒张压 舒张压 收缩压 舒张压 收缩压

研究组 100 129.15±17.44 72.86±5.83 123.11±12.09 72.43±2.23 123.77±17.09 71.35±5.02

对照组 100 129.37±17.56 72.94±5.96 116.96±12.20 70.42±2.21 115.76±18.10 68.87±4.68

t 0.627 0.474 10.060 7.559 5.424 10.453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表 3 对干预的满意度对照 [n,（%）]

组别 例数
对干预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100 40（40.00） 45（45.00） 15（15.00） 0（0.00） 0（0.00） 100（100.00）

对照组 100 20（20.00） 50（50.00） 24（24.00） 4（4.00） 2（2.00） 94（94.00）

X2 - - - - - - 4.372

P - - - -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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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手段，在医疗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某医院内

科病房为例，品管圈活动成功激发了每位医护人员的内在潜

能，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病例时，他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

性思维，为患者制定了更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使医护人员

的专业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这一活动显著提升了

护士的主动性，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患者的日常护理中，

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护理计划 [11]。品管圈

活动中，成员们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分享各自在临床实践中

遇到的挑战与解决方案，不仅加深了成员们对临床经验和护

理知识的理解，还促使共同排除了可能导致术后感染的风险

因素，从而对患者实施了更加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 [12-13]。

通过以上努力，护士们对品管圈手法的应用能力得到

了显著提升。学会了如何运用数据分析工具来识别护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同时，这种

学习方式也极大地提高了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使他们的

聪明才智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14]。此

外，品管圈活动还对护理人员的专业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不仅掌握了更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学会了如何与他

人协作以达成共同目标。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提高了工

作效率，还增强了团队内部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15]。本研究

中，在血液透析中 2h、3h 时研究组舒张压、收缩压水平更

高，（P＜ 0.05）。研究组低血压率更低，（P＜ 0.05）。 

研究组总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这充分说明开展品管圈后，通过归纳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

加强个性化健康教育、严格落实责任机制、饮食预防等方面，

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措施，将优化措施融入到护理流程中。

可规范护理人员行为，约束患者行为，确保操作标准化，促

患者养成预防低血压良好习惯。

综上所述，对血液透析者以品管圈活动管理，可明显

平稳患者透析过程中的血压水平，降低透析中低血压发生

率，提升患者对干预的满意度，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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