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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血液透析能够借助渗透原理将病人血液中存在的毒

素和多余水分清理干净，向患者体内补充适量有益物质，

具有净化血液的效果。动静脉内瘘是将患者前臂靠近手

腕位置的动脉和静脉缝合在一起，能够顺利形成 AVF 的

血管吻合手术。现在 AVF 已经成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的重要血管同类，经过临床研究发现患者可能会在 AVF、

MHD 后产生不良反应和并发症，加强对患者的全程点对

点护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血液透析患者的护理效果，以

我院2021年1月到2023年1月收诊的106位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将这些患者随机划分为观察组患者以及对照组患

者，对全程点对点护理措施进行价值分析，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以我院 2021 年 1 月到 2023 年 1 月收诊的 106 位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些患者随机划分为观察组患者以及

对照组患者，对全程点对点护理措施进行价值分析。对

照组患者 53 例，男性患者 29 例，女性患者 24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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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9-78 岁， 平 均 年 龄 为（55.69±8.67） 岁， 疾 病 类

型：患有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患者为 16 例，患有高血压肾

病的患者为 17 例，患有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为 13 例，患

有多囊肾的患者为 7 例子，观察组患者 53 例，男性患者

27 例，女性患者 26 例，年龄为 51-81 岁，平均年龄为

（55.78±8.81）岁，疾病类型，其中肾小球肾炎患者共计

18 例，高血压肾病患者共计 15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共计

11 例，多囊肾患者共计 9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差异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本次研究患者均患有终末期肾

脏病，接受 MHD-AVF 治疗的患者，患者病例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全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恶性肿瘤患者。

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措施，护士需要在术

前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病人介绍清楚围术期注意事项，

在术后应当重点关注病人切口是否存在出血情况、渗血

情况、渗液情况，遵照医嘱要求为患者提供抗生素抗感

染治疗。

观察组患者采取全程点对点护理措施：（1）建立护

理干预小组，组内成员主要包括科室主任、肾内科医生、

护士等，科室主任需要调配管理护理干预小组，组织安

排小组成员参与培训活动，在对科室护理展开 AVF 护理

培训，在培训中护士需要熟练掌握和患者、家属交流沟

通的技巧，在培训后可以采取小组抽问形式进行考核 [1]。

（2）术前健康宣教，护士需要加强和患者的交流沟通，

向患者简单介绍疾病治疗情况，评估患者身体状况，将

指标数据详细记录下来，告知患者在血液透析期间 AVF

自我护理中的重要性，尽量提升患者动静脉内瘘自我护

理能力。（3）术前干预：保证手术室处于干净状态，提

前准备好手术室的相关物品，认真核查患者的血常规化

验结果、凝血化验结果，遵医嘱要求，对患者手术部位

实施彻底的清洁，检查好皮肤是否存在破损、感染问题，

提前告知患者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提醒患者在不适感

严重时需及时示意医生 [2]。（4）术后干预、自我护理培

训，在患者术后采取抗生素来预防感染问题，密切关注

病人切口位置是否出现渗血问题、肿胀问题，为患者自

我护理提供专业指导，告知患者自我观察术后手臂皮肤

的颜色变化，在发现异常时及时就医治疗，指导患者如

何鉴别血管震颤状况，如何判断患处是否存在血栓，如

果患者穿刺点出现渗血问题，需要及时采取棉签压迫法

对患者穿刺点的渗血部位展开处理，叮嘱患者在术后尽

可能着装宽松衣物，防止患者出现受压问题 [3]。（5）透

析期护理：遵循无菌操作原则，密切关注患者的血流量，

在发现血流量异常时，立刻检查病人身体状况，评估分

析患者的 AVF 功能，预防患者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 AVF

阻塞问题，告知患者透析过程中常出现的不良反应和优

化解决方式。（6）经验交流：医院应当定期举行座谈会，

护士需要告知患者的护理状况，病人可以根据自身体验

提出一些有效建议，若是建议具有可行性，可以将其添

加在全程点对点护理方案中。医护人员可以在座谈会上

进行工作交流，交流病人护理经验、护理措施，便于护

理人员取长补短，采取更为有效的护理措施对患者展开

护理管理 [4]。

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的自我护理水平，使用 AVF 自我

护理行为量表评估，评分越高说明患者自我护理水平越

高。（2）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3）比较两

组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4）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

意度。

4. 统计学处理

通过使用 SPSS 22.0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使用 t 检验用（x±s）表示的数据，使用 X2 检验用百

分数和频数表示的数据，在 P 值小于 0.05 时，说明本次

研究具有统计学分析价值。

二、结果

1. 比较两组患者的自我护理水平

如表 1 所示，观察组患者透析期间症状管理能力、

并发症预防效果、ASBHD-AVF 评分高于对照组，有差

异，P ＜ 0.05。

表1　比较两组患者的自我护理水平（x±s，分）

组别 例数
透析期间症状

管理
预防并发症

ASBHD-AVF

总分

观察组 53 17.63±3.98 51.28±6.09 68.89±7.46

对照组 53 17.56±4.05 45.75±6.33 63.29±705

t -- 0.104 4.503 3.898

P -- 0.923 0.001 0.002

2. 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如表 2 所示，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出现概率为

7.55%，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概率 16.98%，P

＜ 0.05。

表2　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血肿 血栓 血管瘤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3 1（1.89） 2（3.77） 1（1.89） 4（7.55）

对照组 53 2（3.77） 4（7.55） 3（5.66） 9（16.98）

χ2 7.849

P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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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较两组患者的自我效能评分

如 表 3 所 示， 观 察 组 患 者 干 预 后 自 我 效 能 评 分

为（24.09±6.61）， 对 照 组 患 者 干 预 后 自 我 效 能 评 分

为（20.17±6.11），观察组自我效能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

表3　比较两组患者的自我效能评分[n（%）]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3 17.79±5.36 24.09±6.61

对照组 53 17.59±5.47 20.17±6.11

t -- 0.267 3.199

P -- 0.798 0.003

4. 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如表 4 所示，观察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为 96.23%，

高于对照组的 88.68%，P ＜ 0.05。

表4　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3
45.28

（24/53）

50.95

（27/53）

3.77

（2/53）

96.23

（51/53）

对照组 53
30.19

（16/53）

58.49

（31/53）

11.32

（6/53）

88.68

（47/53）

χ2 -- 5.297

P -- 0.024

三、讨论

将 AVF 运用在 MHD 之中，应用优势在于创伤比较

小、操作较为简单，应用寿命比较长、感染率比较小。

在 MHD 患者住院透析时，医护人员需要对患者采取全程

点对点护理措施，能够有效提高病人的自我护理能力，

即可改善病人的 AVF 健康情况，锻炼患者的肢体功能，

能够顺利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紧张情绪，

增加患者对治疗、护理的依从性。本次研究表明，患

者透析期间症状管理能力、并发症预防能力、ASBHD-

AVF 评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概率仅为

7.55%，对照组并发症出现概率仅为 16.98%，观察组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能够达到 96.23%，对照组患者对护理

的满意度能够达到 88.68%，存在明显差异，充分证明全

程点对点护理措施能够在缓解病人负面情绪的基础上降

低患者并发症出现概率，有助于提升患者的自我效能，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陆杰荣等人在研究

中发现对患者采取全程护理模式，能够改善患者的自我效

能，与本次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将全程点对点护理措施

运用在血液透析患者AVF自我护理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

值，可以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出现概率，能够在提升病人

护理满意度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水平。

综上所述，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采取全程点对点

护理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护理效果，提高患者自我效能

评分、自我护理水平，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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