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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一种肾脏替代疗法，能够帮助病人维持体内酸碱

和电解质平衡，尽可能为病人延长存活时间。然而，这种治疗方

式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治疗周期长、副作用大等，治疗的每

个环节都会对治疗结果产生影响，所以，应加强护理干预。风险

管理是当下比较多见的管理手段，在提升护理工作质量方面发挥

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由此，本文选取了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我院进行血液透析的60例病人，主要研究了血液透析护理的

风险因素及防控手段，数据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我院进行血液透析的 60 例

病人，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病人分为两组，两组各30例病人，

男性病人 14 例，女性 16 例，研究组：年龄 31-68 岁，平均

（49.26 ± 4.29）岁；参照组：男性病人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32-69 岁，平均（50.76 ± 4.89）岁。所有病人的一般资料无显著

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参照组行传统护理，通过举办交流会和座谈会的方式进行健

康宣教，使医务人员能够掌握血液透析的有关知识。

研究组实施风险管理干预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1）构

建风险管理制度。在血液透析治疗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护理风

险进行及时评估，科室人员经过交流和探讨后，制定针对性的风

险管理手段，构建风险管理制度。（2）提升医务人员的风险防范

能力。在一段时间内，需对科室人员进行电除颤和针刺伤处理流

程方面的培训，增强其责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结合具体情况

制定应急处理方案，组织人员定期演练，比如，院感暴发处置流

程等。（3）严格监测病人的病情。在治疗期间，监测病人是否存

在出血和瘀斑等情况，合理使用肝素，降低出血风险。有效监测

病人的各项身体指标，做好日常巡查工作，在透析时，应采取高

纳透析，防止出现低血压等现象。（4）规范透析操作。医务人员

需严格按照护理流程来执行，在血管穿刺的过程中，选择固定血

管，并将穿刺点固定，在病人使用内瘘的情况下，选择三个穿刺

点，距离一厘米左右，最好使用一条静脉，以便保护其他静脉通

路。（5）设备维护。对每台设备建立台账，若发生设备损坏的情

况，应及时上报。在一段时间内，每台设备都需进行透析液培养

检查，在使用前，需对设备进行消毒，及时更换滤芯等材料。针

对科室的其他仪器，必须安排专人负责，库房需保证干湿分离，做

好登记与检查。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通过填写本院自制的问卷调查

表来评估病人的满意情况，非常满意（90-100 分）、满意（80-89

分）、不满意（79 分以下），护理满意度 =（非常满意 + 满意）/ 总

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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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SPSS20.00 软件进行统计，两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行卡

方检验，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P值<0.05 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研究组：非常满意 15 例，满意 14 例，不满意 1 例，满意度为

96.66%（29/30）；参照组：非常满意 14 例，满意：10 例，不满意

6 例，满意度为 80.00%（24/30），X2=4.0431,P=0.0443，P<0.05，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随着医疗理念的更新，血液透析内容的不断优化，更能满足

病人的护理和治疗需求[1]。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护理工作的效果参差不齐，从而降低护理水平和病人的

满意度[2]。

经过此次研究发现，在护理工作中，血液透析护理中出现的

风险因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病人自身因素。由于病人不具备

良好的免疫力，穿刺时导致的感染；不规律的饮食习惯、钙磷代

谢紊乱等造成风险增加。第二，医务人员方面。医务人员没有形

成良好的无菌意识和消毒隔离意识、违规操作、经验不足等。第

三，医务人员和病人没有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病人对治疗的流

程和效果以及其他问题不了解，配合度较低，极易出现医疗纠纷

等事件。第四，设备风险。由于设备使用时间较长，而出现老化、

破损等现象，加之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中运作，必然会增加护理风

险[3]。

结合以上风险因素，医务人员需采取有效措施对风险进行防

控，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就要求医务人员需增强风险防控意

识，制定风险管理制度，严格规范护理操作行为。在一段时间内，

应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与考核，只有考核通过后，方可上岗；加

强设备的维修与养护，针对破损和老化的设备，应及时维修和上

报，定期对设备进行消毒和清洁，做好登记和管理工作；与病人

进行有效沟通，为其讲解血液透析的目的、效果、可能出现的不

良反应等，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通过口头宣教和讲座的方式，为

病人介绍血液透析的有关知识以及自我护理手段，使健康宣教工

作更具系统化和标准化，提升病人的治疗配合度。要对可能发生

的风险进行预防，做好细节管理工作，降低风险隐患。

总的来说，对血液透析风险进行合理防控，能够提升病人的

满意度，保证护理工作的质量，可以在临床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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