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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品管圈在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护理中的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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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应用品管圈为血液透析患者进行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护理时的效果。方法：	将本院自 2019 年

6月 ~2020年 6月的 74例血液透析患者按照入院日期进行分组，每组37例。给予参照组常规护理模式，给予实验组品管圈，

对比两组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率和护理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渗血率为5.41%，明显低于参照组（P＜ 0.05）；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7.30%，明显高于参照组（P ＜ 0.05）。结论：	在为血液透析患者进行护理时，应用品管圈进

行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护理，可以将护理效果提升上去，降低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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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上晚期尿毒症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一般会应用血

液透析治疗，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并且内瘘使用时间较长，在实际治疗中能够减小对患者的创

伤，提升安全性。但是在不断的血液透析中需要长时间且反

复进行穿刺，也就导致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成为了护理中

主要的护理内容 [1]。基于此，本院对血液透析患者护理时应

用品管圈对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护理的效果展开了研究，

报道如下：

一、资料和方法

1. 基本资料

将本院自 2019 年 6 月 ~2020 年 6 月的 74 例血液透析

患者按照入院日期进行分组，每组 37 例，参照组男性和女

性患者为 22 例和 15 例，年龄为 60~76 岁，平均（68.52±3.24）

岁；实验组男性和女性患者为 20 例和 17 例，年龄为 61~77

岁，平均（69.78±3.49）岁。两组患者的资料进行对比并没

有明显的差别（P ＞ 0.05），可以进行对比。

2. 护理方法

给予参照组常规护理模式，给予实验组品管圈，具体

方法如下：

（1）创建圈组：首先要做的是创建圈组和制定主题。

选择自愿报名的工作人员参与到品管圈当中，通过投票选出

圈长，并将护士长列为品管圈的管理员。圈长需要在每周带

领组员学习和品管圈相关的知识，将各组员优势发挥出来，

通过头脑风暴的方法在护理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

此次主题为：降低患者渗血率的发生。

（2）制定方案：根据品管圈的活动主题，确定下来品

管圈的发展时间和组员的工作内容，以工作表的形式展示出

来，确保每一位圈内人员可以有专门负责的区域和工作。

（3）分析现状：现阶段新冠肺炎流行，在相关护理中

不光要时刻观察患者的疾病病情，还应该观察是否出现新冠

肺炎的症状，并将患者的以往资料进行分析，在做好预防新

冠肺炎发生的同时将品管圈护理做好。应用讨论的方法，分

析出患者穿刺点渗血的情况，根据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减少

渗血的出现。

（4）对策商定：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科学合理的护

理方案，如利用培训提升穿刺技术、拔针和压迫止血的技术。

或者是加强胶带固定的方法。

（5）实施对策：所有护理人员和患者在新冠肺炎流行

期间需要佩戴口罩，之后再进行护理和治疗。①培训穿刺手

法：邀请经验充足的护理人员或者是专家为圈内工作人员培

训动静脉内瘘穿刺的手法，并按照相关规定当中的要求对穿

刺部位进行阶梯式穿刺，减少渗血等情况的发生。还需要收

集患者的血管条件，并针对首次进行内瘘和血管条件差的患

者进行阶梯式穿刺，增加一次性穿刺成功率。②检查凝血功

能：需要定期做好实验室检查凝血功能工作，将抗凝剂治疗

剂量及时的调整，尽量将药物的安全性升高 [2]。③培训压迫

止血：品管圈的圈内人员还应该进行拔针和压迫止血的培

训。掌握拔针压迫力度的时候，应该确保患者不出血并且出

现杂音，而压迫的位置应该在穿刺针眼的正上方。操作结束

之后，叮嘱患者平躺在床上 10 分钟再离开，避免压力过大

出现胶带崩开渗血的情况。并利用健康宣教的方式，告知家

属和患者在家应该如何减少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的情况

发生，和发生时应该做好怎样的处理。

3. 观察指标

观察和对比两组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率和护理

满意度。

护理满意度利用的是本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分为

十分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个标准。总满意度 =（十分满意

+ 满意）/37*100%。

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18.0 软件将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使用 x2 进

行检验，当 P ＜ 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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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

1. 两组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率

实验组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率明显低于参照组（P

＜ 0.05），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率

组别 例数 未出现渗血 出现渗血 渗血率

参照组 37 3 13 35.14

实验组 37 1 2 5.41

/ / / 10.118

P / / / 0.001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P ＜ 0.05），见

表 2：

表 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渗血率

参照组 37 21 9 7 81.08

实验组 37 26 10 1 97.30

/ / / / 5.046

P / / / / 0.025

三、讨论

在治疗晚期尿毒症的时候，一般会应用血液透析的方

法，而动静脉内瘘是主要血管通路，经常出现穿刺点渗血情

况。这种情况在实际的治疗中，会导致患者出现局部感染和

血肿等情况，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内瘘使用寿命，降低生

活质量 [3]。因此如何减少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和延长内瘘

使用寿命，成为了血液透析患者护理时的主要内容和解决的

问题。品管圈是一项以患者实际病情及问题为中心开展的活

动，具有人性化和个性化。在实际进行时，圈内的人员自主

参与到其中，并对活动主题和对策进行制定。与常规护理不

同的是，品管圈会应用科学的方法在护理当中解决所遇到的

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将对策和方案改变，从而进行个性化

护理，提升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4]。并且，护理人

员还会在护理中尽可能满足患者需求，体现人性化。长期以

往，品管圈不光可以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增加图案协合

作的意识，还可以将护理人员的责任感提升，确保工作效率

可以提升上去，为患者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 [5]。本次研究当

中，在两组渗血率的对比上，实验组的渗血率明显低于参照

组（P ＜ 0.05），而在护理满意度的对比上，实验组明显高

于参照组（P ＜ 0.05）。这说明为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

穿刺点渗血护理时应用品管圈，可以将护理质量与满意度提

升，延长内瘘使用寿命，提升安全性，减少动静脉内瘘穿刺

点渗血的情况。

综上所述，在为血液透析患者进行护理时，应用品管

圈进行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护理，可以将护理效果提升上

去，降低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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