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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互动管理对血液透析室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的影响。方法：抽选血液透析室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患者 112 例，

随机自其中抽取 56 例纳入对照组，予以常规管理，另 56 例纳入干预组，给予互动管理，对比两组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结果：和对照

组对比，干预组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评分更高，优势显著，P＜0.05。结论：血液透析室为患者提供互动管理护理，可提升护理质量评分，

保证患者满意度，实现护理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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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室属于特殊科室，患者一般属于肾脏疾病的终末期，

通过透析对生命进行维持，自身免疫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同时出现

不同的心理问题，对护理的要求更高。但是常规模式下的护理，护

理人员与患者之间互动少，整个透析过程由护理人员掌握控制权，

患者仅能被动的接受相应的护理干预，因此对于护理的满意度不

足，存在一些护患纠纷。而互动管理建立了患者与护理人员沟通的

渠道，患者可以表达自身对于护理的要求，护理人员转变以往完全

主导的护理方式，以患者为中心开展护理，可提升护理质量[1]。本

文对互动管理对血液透析室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分

析，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选血液透析室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患者 112 例，随机

自其中抽取 56 例纳入对照组，另 56 例纳入干预组，对照组由 29

名男性、27 名女性组成，年龄 43-77 岁，平均年龄为（60.34±16.67）

岁；干预组由 26 名男性、30 名女性组成，年龄 42-77 岁之间，平

均年龄为（59.98±17.11）岁。分析两组患者各指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依然沿用以往护理模式，透析之前告知相应的透析操作

过程以及注意事项，叮嘱患者严格按照护士的要求配合透析，并讲

解透析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不良反应，在出现后立即通知护士进行处

理。 

干预组以对照组各措施为基础增加互动管理：科室结合自身的

实际情况抽取骨干人员加入至互动管理小组，学习互动管理知识，

确定互动管理方案；向患者讲解互动管理的具体实施步骤、实施目

的以及实施效果，获得患者的配合。使用一对一护理的方法，在透

析的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全程监控，并通过音频、视频以及书面方式

讲解疾病知识，实施示范教学，不断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的巩固工

作；透析过程中告知患者血液透析的治疗以及护理方法，结合患者

的年龄、性别、疾病严重程度制定个性化干预措施，对不良情绪进

行干预，主动引导患者表达自身对疾病治疗的看法，纠正认知偏差。

透析期间给予相应的康复指导，如患者体力尚可，可安排简单的室

内活动，如患者行动不便，则在床上进行相应的四肢活动，并合理

搭配饮食。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上述两项指标均采用问卷调

查方式获得，科室自行设计问卷量表，满分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

表示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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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对照组对比，干预组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评分更高，优势

显著，P＜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 x ±s，分） 

组别 护理质量 患者满意度 

对照组（n=56） 73.24±5.23 74.12±5.21 

干预组（n=56） 84.33±6.12 85.33±6.34 

t 10.309 10.223 

P 0.000 0.000 

3 讨论 

血液透析一般是终末期患者维持生命的重要途径，对于患者的

疾病治疗非常重要，该科室患者一般治疗周期较长，身体各指标较

差，更加需要配合规范化的护理，以提升护理整体质量。上表数据

分析，和对照组对比，干预组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评分更高，优

势显著。分析原因：互动管理模式属于一种双向管理，与常规的单

项管理进行对比，更加立体化，注重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可以拉近患者与护理人员之间的距离，实现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

模式实施之前护理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在疾病本身，与患者缺乏沟

通，导致相互之间的矛盾较大，并且无沟通渠道，而实施互动管理

之后，建立护理人员和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护理人员不仅需

要完成透析等相应的工作，还需要与患者展开积极的沟通，掌握患

者基本信息，制定适宜患者的个性化护理方案，提升患者与护理人

员之间的沟通质量，因此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得到提升[2]；互动

管理以小组方式开展工作，组内成员为了保证护理质量，需要积极

参与至护理工作中，转变常规管理模式下机械性和随意性的护理方

法，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升护理工作的规范性和系统性，

因此护理措施实施后整体护理质量也得到了提升[3]。 

综上，血液透析室为患者提供互动管理护理，可提升护理质量

评分，保证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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