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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血液透析室晚班透析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及对策。方法：抽取本院在 2019 年 1 月-12 月期间白天进行血液透析的患

者 70 例，纳入对照组，抽取同时间段内夜间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 70 例，纳入观察组，对比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以此为基础分析存在的

安全隐患，并制定相应的干预对策。结果：和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10.00%对比，观察组 1.43%更低，P＜0.05。结论：血液透析室晚班透

析护理中穿刺针脱落、红肿以及院内感染发生率较高，需制定干预措施，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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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室属于医院的特殊科室，患者多为急性、慢性肾功能

衰竭人员，长时间血液透析导致身体各机能发生变化，免疫力低下，

科室的护理风险较高，对护理的要求高。目前血液透析室一般分为

早班和晚班 2 个班次，数据研究显示护理风险一般出现在夜班阶段，

因此需要对晚班透析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

护理干预措施，控制风险的发生，提升护理质量[1]。本文对血液透

析室晚班透析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及对策进行分析，研究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本院在 2019 年 1 月-12 月期间白天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

70 例，纳入对照组，抽取同时间段内夜间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 70

例，纳入观察组，对照组由 38 名男性、32 名女性组成，年龄 43-79

岁，平均年龄为（61.45±13.45）岁；观察组由 37 名男性、33 名女

性组成，年龄 44-7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2.13±13.23）岁。分

析两组患者各指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 

对 2019 年 1-12 月期间血液透析室发生的不良事件进行调查分

析。收集该阶段发生的不良事件，展开调查，询问不良事件发生的

经过、起因以及处理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血液透析室中出现的安

全隐含，结合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对不良事件

发生的概率进行有效控制。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不良事件包括：穿刺针脱落、

红肿以及院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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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10.00%对比，观察组 1.43%更低，P

＜0.05，详见表 1。 

表 1 分析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例，%） 

组别 穿刺针脱落

（例） 

红肿

（例） 

院内感染

（例） 

发生率

（%） 

对照组（n=70） 3 3 1 10.00 

观察组（n=70） 1 0 0 1.43 

χ2 -- -- -- 4.773 

P -- -- -- 0.029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治疗肾脏疾病的重要方式，可将血液中杂质去除，

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随着尿毒症患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医院透析

室人员也在增加，护理人员的工作量较大，而且一些夜间透析的患

者也较多，但是对夜间透析患者进行统计发现治疗环境以及护理人

员的状态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血液透析室的光线也会对操作造成

一定影响，可能会出现反复穿刺的问题，同时护理人员对于风险缺

乏一定的认识，对风险的防范意识较差，因此需要制定适宜的安全

防护措施，对夜间风险进行合理的干预和预防，减少夜间风险发生

的概率，提升风险保护意识。 

上表 1 数据分析可见，和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10.00%对比，

观察组 1.43%更低，P＜0.05。分析原因：夜间穿刺的光线不佳，在

穿刺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造成在穿刺过程中视野受到

阻碍，穿刺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患者在夜间自身的状态较为

疲惫，而且夜间的班次延长，出现体力不支的问题，对穿刺的效果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患者在夜间的透析时间一般是下午 6 点-

晚上 11 点，这个时间点护理人员的精力与白天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异，增加了危险系数，造成风险事件的发生，因此需要制定适宜的

干预措施，结合安全隐患出现的原因制定适宜的干预方法，措施如

下：转变传统的排班方式，实行“三班倒”的工作方式，不再使用

“两班倒”的方式，第一班时间为早 8 点至下午 4 点，第二班是为

下午 4 点至晚上 11 点，第 3 班时间为晚上 11 点至早晨 8 点，保证

每一各班次由 2 名以上护理人员搭班[2]；透析过程中对患者进行适

宜的健康指导，加强相互作用之间沟通与交流，对患者、家属进行

心理安慰，使其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对透析室进行更加规范化的

管理，保持整个病房的舒适度和整洁性，同时提升基础设施，提升

室内的照明条件，提升穿刺的质量，防止反复穿刺引起的血肿等问

题，同时适当增加护理人员的培训和巡查的频率，控制留置针脱落

的问题，控制风险时间的发生，提升风险管理质量[3]。 

综上可见，血液透析室晚班透析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与环

境、护理人员工作状态存在密切联系，需要分析上述问题出现的原

因，制定适宜的干预措施，对风险进行控制，提升输液室管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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