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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护理模式在血液净化患者中应用效果分析

张航莉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 710061

摘 要：目的：探究在血液净化患者的护理中应用精准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12月接收

的 102例血液净化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51例，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 51例，采用

精准护理模式，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期间的并发症情况、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和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并发症

发生率为 3.92%，远低于对照组的 23.52%（P＜0.05）；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5.88%，远低于对照组的 25.49%（P＜

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为 98.03%，远高于对照组的 78.43%（P＜0.05）。结论：将精准护理模式应用于血液净化患者

的护理中，可以有效减少并发症和不良事件的发生，提升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值得临床应

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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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precision nursing model in patients with blood pu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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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precision care mode in the care of blood purification patients. Methods 102

blood purification patients received by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1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51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51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accurate nursing mode were used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omplications, adverse
event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during nursing.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92%, far lower than 23.52% (P<0.0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88%, far lower than 25.49% (P<0.0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8.03 %, much higher than 78.43% (P<0.05)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Applying the precise nursing
mode to the nursing of blood purification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events,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and build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 Blood purification; Precise care; Adverse events; Complications;Clinical effects

连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
[1]是通过渗透、超滤等原理衍生出的治疗模式，可以有效调

节机体免疫功能，对清除血液毒素具有良好效果，可以改善

多个器官系统的功能状态。血液净化最初应用于肝、肾功能

衰竭的重症疾病，随着医学水平的提升，血液净化技术也日

益成熟，在临床中逐渐扩大应用范围，可以治疗多种临床疾

病，并且取得较好的效果。同时，在医学水平飞速发展的时

代背景下，传统的护理方式已经不适用于大部分疾病，精准

护理模式更加能够保证临床护理工作的精准性和科学性。为

此，本文选取本院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12月接收的 102

例血液净化患者作为研究病例，分析在血液净化患者的护理

中应用精准护理模式的价值，具体内容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以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12月在我院治疗的 102例血

液净化患者为此次实验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 51例。对照组男性患者 28例，女性患者 23例，年

龄 23~70岁，平均年龄（53.12±2.08）岁，其中药物中毒 20

例、胰腺炎 16例、电解质紊乱 15例；高剂量组男性患者

26例，女性患者 25例，年龄 24~70岁，平均年龄（52.89±1.89）

岁，其中药物中毒 22例、胰腺炎 17例、电解质紊乱 12例。

研究课题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①患者资料

完整；②患者知情并同意；③患者临床配合度高。两组患者

均无精神病史，能够良好沟通，且经过家属同意签字，差异

具有可比性（P＞0.05）。

2.方法

（1）对照组

此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主要内容为对患者及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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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健康宣讲，根据医嘱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定期监测患

者机体各项指标，指导患者合理饮食，尽可能多食用富含蛋

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

（2）观察组

此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精准护理模式，主要内容

如下。

①建立精准护理团队

挑选专业能力较强的护理人员成为团队成员，并分为动

静脉内瘘组、血液透析导管组和透析营养组[2]，每组组长由

工龄 5年以上、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担任。在团队正式成立

后，召开专题会议，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并在日常工作中

严格完成。对团队内的护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其专业

能力和个人素质。动静脉内瘘组的日常工作为规划护理流程，

如制定健康宣讲内容、内瘘功能评估表、人造血管内瘘位置

图等。同时，对患者进行术后临床护理，对患者首次穿刺的

基线进行评估。并且动静脉内瘘组还需定期收集内瘘相关并

发症资料，辅助疑难内瘘患者的穿刺。血液透析导管组的日

常工作为制定血管通路的护理方案，对患者进行术前评估和

穿刺工作。在日常精准护理中书写血管通路位置图和临床护

理路径，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宣讲。透析营养组的日常工

作为向血液净化患者普及健康饮食，为患者制定健康饮食宣

传手册，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

②监测患者体征

护理人员需要在血液净化患者进行透析前重点检测患

者体征，与主治医师沟通患者的过往病史[3]。并建立警示标

牌，包含首次穿刺、无肝素透析等，警示标牌材质和尺寸需

统一。

③修订交接流程

护理团队需要修订血液净化患者的交接流程，在血液净

化治疗前后由病房与净化中心往返为基线[4]，制定转运和转

运陪同的执行条件，明确护理人员的工作范围。

3.观察指标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期间的并发症发生率、不良

事件发生率和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

（1）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情况

统计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期间出血、肿胀手综合征和内

瘘血栓的发生几率。

（2）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统计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期间管道脱落、穿刺部分渗血、

脱水量偏差和透析仪器出现凝血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

（3）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统计两组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

分为十分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类。

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等级

资料采用 Z 检验，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情况

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 3.92%，远低于

对照组的 23.5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比较（n；%）

组别 出血
肿胀手综

合征
内瘘血栓 发生率

对 照 组

（n=51） 6（11.76） 4（7.84） 2（3.92） 12（23.52）

观 察 组

（n=51） 1（1.96） 1（1.96） 0（0.00） 2（3.92）

χ2 - - - 20.614
P - - - ＜0.05

2.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5.88%，远低

于对照组的 25.4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管 道 脱

落

穿 刺 部

分渗血

脱 水 量

偏差

透 析 仪

器 出 现

凝血

发生率

对 照 组

（n=51） 6（11.76） 3（5.88） 3（5.88） 1（1.96） 13
（25.49）

观 察 组

（n=51） 1（1.96） 1（1.96） 1（1.96） 0（0.00） 3（5.88）

χ2 - - - - 25.316
P - - - - ＜0.05

3.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为 98.03%，远高于

对照组的 78.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 照 组

（n=51） 17（33.33） 23（45.09） 11（21.56） 40（78.43）

观 察 组

（n=51） 38（74.50） 12（23.52） 1（1.96） 50（98.03）

χ2 - - - 18.651
P - - - ＜0.05

三、讨论

精准护理是由奥巴马提出的“精准医学计划”[5]衍生而

来的护理方式，顾名思义，真正落实在医学护理工作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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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护理服务，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向：第

一，加强精准化教育；第二，加速转化精准化护理研究成果；

第三，在护理工作中结合国家卫生保健数据[6]；第四，在日

常护理中切实站在患者角度维护患者权利。血液净化最初是

治疗肝、肾重症疾病的方式，但目前已经应用于临床众多疾

病的治疗中。血液净化可以有效帮助患者延长生命周期，但

长期的血液净化治疗可能引发患者各种并发症。在传统临床

护理中，对于重症、血液净化等疾病护理效果不佳，存在形

式化、机械化的问题[7]，对于不同病症的护理缺乏针对性，

因此，若想有效提升患者的护理体验，减少患者在血液净化

过程中出现不良事件和并发症，需要对患者进行精准护理干

预。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 3.92%，

远低于对照组的 23.5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5.88%，远低于对照组的

25.4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

满意率为 98.03%，远高于对照组的 78.43%，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结果与刘莹莹[8]等学者一致。

综上所述，在血液净化患者的护理中应用精准护理模式，

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和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增加患者对于

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提升医院形象，

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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