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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跟踪护理用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维护

中的效果分析 

王洪霞 

青海省大通县人民医院  青海西宁  810000 

【摘  要】目的 评价全程跟踪护理应用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维护中的效果。方法 研究对象 68 例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以电脑随机法分为对照

组（n=34）、观察组（n=34）两组，在血管通路维护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全程跟踪护理，对比护理效果，研究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评分无明显差别（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负面情绪评

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在其血管通路的维护中实施全程跟踪护理，有利于预防并发症的发生，调节患者的负面情绪，值得广

泛地推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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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有利于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从而延缓病情的持续

发展，畅通的血管通路能够提升进行血液透析的效果，改善疗效，延长

患者生存周期，但通常进行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所需的治疗周期相对较长，

若在治疗过程中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引起血管通路的感染、阻塞等问题，

从而降低疗效[1]。因此，要制订一套科学、合理的护理计划，才能保证静

脉通道畅通[2]。所谓的“全程追踪护理”，指的是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

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照料，促使护理工作达到标准化的目的[3]。本研究旨

在探索采用全程追踪式护理对血透患者静脉通道的维持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 68 例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以电脑随机法分为对照组

（n=34）、观察组（n=34）两组，研究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对照组男 20 例，女 14 例，年龄为 31~65 岁，平均年龄为（53.28

±3.26）岁；透析时间 8~20 个月，平均（14.32±2.38）个月；观察组男

18 例，女 16 例，年龄为 30~64 岁，平均年龄为（52.19±3.27）岁；透析

时间 9~21 个月，平均（15.66±2.41）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

并没有明显的差别（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按照常规要求进行护理，定时给患者更换敷料，叮嘱患者饮

食期间需要注意的问题，通过与患者聊天互动的方式调节患者的心理状

态，还要告诉患者按照医生的指示定期到院复查。 

1.2.2 观察组 

实施全程跟踪护理，具体流程如下：第一，组建一支专业化的全程跟

踪护理小组，安排经验丰富的护士长、护理人员以及心理咨询师为患者开

展护理工作，归纳临床经验，联系患者的病情，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全程跟

踪护理方案。第二，护理小组在接待患者的过程中要保持细心和耐心，为

患者详细介绍医院环境以及护理人员等等，消除患者对于环境的陌生感，

同时为患者开展健康教育，通过播放视频和图片展示等方式为患者讲解与

血液透析相关的知识，及时为患者答疑解惑，并且告知患者全程护理的重

要性，增加患者对于疾病和治疗措施的了解，还要告诉患者治疗期间需要

注意的问题，为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安排专业的心理医

师为患者进行心理状态的评估，为患者介绍治疗成功的案例，从而增强他

们的自信心，提高其依从性。另外，护理人员可以鼓励患者多多参与一些

丰富有趣的社会活动，让患者拥有愉快的心情，从而改善他们的负面情绪。

第三，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打造舒适温馨的透析室环境，坚持无菌操作，

每日给病房消毒一小时，还要限制人员进出数量。患者在血液透析治疗的

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密切观察是否有出血迹象，动静脉瘘是否有血管杂

音，如果发现了渗血问题，要及时报告给主治医师进行紧急处理。 

1.3 观察标准 

1.3.1 记录两组患者护理期间出现的并发症，常见并发症有血管闭

塞、感染和血栓，计算并发症发生率。出现并发症的例数/总例数×100%=

发生率。 

1.3.2 使用 SAS、SDS 评分量表评估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情绪和

抑郁情绪。 

1.4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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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纳入 SPSS24.0 软件中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中产生并发症的例数较少，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详

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评分无明显差别（P＞0.05）；护理后，

观察组患者的负面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血管闭塞 感染 血栓 发生率 

观察组 34 0（0.00） 1（2.94%） 1（2.94%） 2（5.59%） 

对照组 34 2（5.89%） 4（11.76%） 3（8.82%） 9（24.47%） 

 2x  - - - - 5.314 

P - - - - 0.021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评分对比（ sx  ，分） 

SAS SD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4 67.32±10.13 28.17±5.36 73.17±13.04 35.03±6.02 

对照组 34 67.47±10.21 42.78±7.37 73.55±13.01 48.18±7.12 

t - 0.061 9.348 0.120 8.223 

P - 0.952 0.000 0.905 0.000 

3 讨论 

血液透析的操作简便，具有较高的安全性，目前在临床上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对于维护肾病终末期患者的生命安全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该

疗法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且病情容易发生变化，如果没有经过恰当的

护理，容易引发感染和血栓等并发症，给血液透析效果造成不利影响[4-5]。

基于此，在血液透析治疗时为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护理有利于改善患者的

预后，虽然常规护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调节患者的

心理状态，但是疗效并不显著[6-7]。本次实践结果指出，实施全程全程跟

踪护理的观察组患者，其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且

经过护理的观察组患者，其负面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全程跟踪护理，

将为患者服务作为核心，在为患者就诊的过程中给予其全方位且专业化

的护理服务，为患者树立起正确的健康意识，提高他们的依从性，从而

优化护理质量。全程跟踪护理的应用，有利于降低血管通路的再循环率，

从而优化血管通路的循环效果，保障患者的安全性，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从而调节患者的负面情绪[8]。 

总而言之，对于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在血管通路的维

护中实施全程跟踪护理，对于保障血管通路的顺畅，优化治疗效果具有

重要帮助，有利于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从而提高

患者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血液透析治疗的护理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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