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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血液透析室自评式体系用物提升护理工作质量的效果。方法：分析血液透析室在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参与透析患者

130 例，以盲选抽取其中 65 例设为参照组，使用常规管理，另 65 例设为研究组，使用自评式体系管理，对比两组护理满意率。结果：和

参照组护理满意率 79.37%对比，研究组 96.83%更高，P＜0.05。结论：血液透析室自评式体系的应用可以提升整体护理满意率，为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的护理。 

关键词：血液透析室；自评式体系；护理工作；质量； 

 

血液透析室为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提供科学规范的治疗，患者

如按照要求进行透析生存时间为维持 20 年以上，但是实际工作中

发现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以及工作效率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存质

量，而护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与护理管理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

此需要强化血液透析室的管理工作，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透

析治疗。自评式体系的使用弥补以往管理中对护理工作自我评价不

足的问题，护理人员对自身的工作展开评价工作，可提升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并且对护理措施进行完善，因此实施之后可改变护

理质量[1]。本文对血液透析室自评式体系用物提升护理工作质量的

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血液透析室在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参与透析患者 130

例，以盲选抽取其中 65 例设为参照组，另 65 例设为研究组，参照

组由 35 名男性、30 名女性组成，年龄 43-77 岁，平均年龄为（60.21

±16.56）岁；研究组由 33 名男性、32 名女性组成，年龄 42-78 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60.34±16.25）岁。分析两组患者各指标无显

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 

参照组沿用以往护理模式，科室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安排相应

的护评价工作，定期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进行考核，并发放问卷量表，

收集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对护理措施进行改进。 

研究组则增加室自评式体系：护士长向护理人员讲解自评式评

价标准的实施步骤、优势，使护理人员认识到构建自评式评价指标

的必要性，以获得护理人员的配合，并通过文献查找的方式获得具

体实施流程；各项准备工作实施之后护士长组织开展机体讨论相关

会议，鼓励护理人员发表自身的想法，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整理，制

定透析室的自评护理工作标准；护士长与科室内高学历、高资历护

理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对标准进行细化，制定更加详细的每日离岗、

轮岗时间标准、物品准备标准、动静脉内瘘穿刺标准等，要去护理

人员每日按照要求填写；评价标准在制定完成之后进行使用，对使

用效果进行评价，护士长定期对护理人员的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监

督，与护理人员当日评价日志表格中的内容进行对比，血液透析室

的护理人员则以每周为单位对日志进行评价，找出其中突出的问

题，及时向护士长汇报，对护理工作进行完善。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护理满意率，科室设计问卷调查量表，满分 100 分，

收集患者对护理的满意例数、比较满意例数以及不满意例数，计算

满意率。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以（ x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表示，P 检验，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和参照组护理满意率 79.37%对比，研究组 96.83%更高，P＜

0.05，详见表 1。 

表 1 分析两组护理满意率（例，%） 

组别 满意

（例） 

比较满意

（例） 

不满意

（例） 

满意率

（%） 

参照组（n=65） 30 20 15 79.37 

研究组（n=65） 36 25 4 96.83 

χ2 -- -- -- 7.459 

P -- -- -- 0.006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维持生命体征的重要方式，患

者需要长时间、定期进入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因此护理工作的质量

与效率对患者影响较大，直接影响到患者机体各指标的健康情况。

医院现有管理模式并不完善，缺乏对护理人员工作结果的评价，造

成护理人员工作较为被动，因此需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改进，以提升

护理质量[2]。 

上文数据分析发现，和参照组护理满意率 79.37%对比，研究

组 96.83%更高，P＜0.05。原因：自评式体系的使用可以强化护理

人员在工作中的主导地位，重视对自身护理工作的总结，日常工作

中善于反思，及时调整自身在护理工作中的不足，对护理措施进行

完善；将护理人员的工作日志与自我评价各项标准进行对比，可以

明确确定护理中的问题，结合问题进行制定的改进措施，使护理整

体规范性得到提升，以维持较好的护理工作状态；自评模式的加入

全体护理均加入评价日志的整理，并展开集中分析，主动对自身的

工作进行分析与讨论，可以提升工作的积极性，在日常工作中责任

感更强，重视患者的各项护理需求，因此整体护理满意度得到提升
[3]。 

综上，血液透析室自评式体系用物提升护理工作质量的效果较

好，患者对于护理措施的满意率显著提升，各项措施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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