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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透室又称“血液透析室”，是专门为肾衰竭或终末期尿毒症
患者提供肾脏代替治疗的场所，但是由于血液透析是需要长期进
行的一种治疗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的耐受性会逐渐降低，
内心压力等负面情绪会逐渐加重，最终影响治疗的依从性，不利
于保证预后[1-2]，因此，在血透室内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护理管理流
程是尤为必要的。本文以我院血透室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血透
室护理流程管理对提升护理质量的影响价值。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所选对象共计 70 例，均为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间我

院血透室收治的患者，并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分成各有35例
的对照组与实验组。

对照组：本组 35 例患者中有女性患者 16 名，有男性患者 19
名，年龄范围：38 岁 -62 岁，平均年龄为（51.53 ± 3.11）岁；透
析时间最短3个月，最长11年，平均透析时间为（5.44±2.11）年。

实验组：本组 35 例患者中有女性患者 17 名，有男性患者 18
名，年龄范围：36 岁 -61 岁，平均年龄为（51.64 ± 3.73）岁；透
析时间最短3个月，最长10年，平均透析时间为（5.74±2.09）年。

上述患者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根据血透室的相关护理流程以及管理制度

对患者实施常规的护理管理，在此期间，耐心解答患者的疑问，加
强患者身体指标的监测，做好室内环境的消毒以及通风处理，如有
异常，及时告知医生。实验组：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血透室护理
流程管理：（1）组建质控小组：由护士长担任小组组成，并选出经
验丰富、专业技能强的护理人员作为小组成员，定期对血透室的护
理管理工作进行质量检查（2）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3）编号管理：
在血液透析治疗以及护理期间，需要核对患者的病例、透析单等资
料，并进行编号记载，便于管理（4）血液室仪器管理：仪器工作
完毕后，严格核对相关参数，并在使用前，做好仪器的清洁、消毒
处理，避免交叉感染，同时检查仪器的运转能力，做好日常的维护

（5）加强培训工作：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培训，除了提升护理技
能和经验外，还需要不断提升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从
而有效的降低血透室护理管理中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患者自护能力评分以及护理质

量评分。
不良事件发生率：穿刺针脱落、未打开管路夹子开关以及旁

路接错。
护理质量评分：采取调查问卷对护理工作质量进行评估，问

卷内容包括：基础护理、专科技能、病情观察以及药物管理评分，
分值共计 100 分，得分越高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25.0 对本文研究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分

析，计数资料接受卡方检验，计量资料接受 t 检验，并分别以例
数（百分比）以及（均数±标准差）进行表示，当处理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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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即为对比据有统计学差异性。
2　结果
2.1 不良事件发生率
如下表一所示，观察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显示

（p< 0.05），实验组发生率（5.71%）明显较低，与对照组（22.86%）
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性。

表一      不良事件发生率  n（%）

2.2 护理质量评分
    如下表二所示，观察两组的护理质量评分，结果显示

（p<0.05），实验组的基础护理、专科技能、病情观察以及药物管
理评分均较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二      护理质量评分  （ sx ± ）

3　讨论
血透室作为收治肾衰竭、尿毒症患者的主要场所，其可以通

过清除血液中毒素的方式，来净化患者的血液，延长患者的生存
时间，但是由于该场所较为特殊，使得该操作中风险较高、感染
性较高、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对护理管理要求也较高。

护理流程管理是临床较新颖的护理体系，其具有标准化、系
统化以及规范性，是一种健全的护理管理模式，可以通过对护理
人员的管理、对仪器设备的管理等方面来实施护理流程的规范化，
再以组建质控小组来定期评估护理管理质量，从而降低护理中存
在的风险，规范护理人员的护理操作，提升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实施血透室护理流程管理可以提升护理质量，降
低血透室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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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穿刺针

脱落

未打开管路夹

子开关

旁路安装

错误
发生率

实验组 35 0 1 1 2（5.71）

对照组 35 3 2 3 8（22.86）

X 4.200 

p 0.040 

2

组别 n

实验组 35 23.23±1.44 23.52±1.21 23.71±1.01 23.36±1.09

对照组 35 19.09±2.33 19.11±2.10 19.65±2.12 19.37±2.11

t 8.942 10.765 10.228 9.939

p 0.000 0.000 0.000 0.000 

基础护理 专科技能 病情观察 药物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