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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护理安全管理对血液透析室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从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1 到本院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中任意选择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单双号分组原则，将其分为两组，每组 50 例患者。基本资料无差异的情况下，对照组患者接受传统护理干预，观察

组患者接受护理安全管理。将两组血液透析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以及临床指标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出血情

况以及导管感染率明显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6%，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70%，两组血液透析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

满意度以及临床指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将护理安全管理应用于血液透析室的护理过程中，使护理质量明显提升，降低了

风险事故的发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血液透析室治疗环境，具有积极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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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1 到本院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中任意

选择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单双号分组原则，将其分为两组，

每组 50 例患者。 

对照组：男、女比例为 29：21，年龄范围在 45-75 岁，平均年

龄（55.1±3.6）岁，病程为 3 个月-3 年。 

观察组：男、女比例为 27：23，年龄范围在 41-73 岁，平均年

龄（52.8±3.1）岁，病程为 2 个月-2 年。两组血液透析患者的基本

资料纳入软件 SPSS20.0 系统发现 P＞0.05，无差异可对比。 

1.2 护理方法 

给予对照组 50 例血液透析患者实施传统护理干预，具体的护

理内容如下：（1）体征监护：血液透析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密

切患者的体征变化，其中包括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如果出

现异常情况，则需要立即通知主治医师进行处理。（2）心理辅导：

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十分不利于患者的血液透析治疗，护理人员

需要对患者实施专业的心理辅导，消除患者的内心压力。 

给予观察组 50 例血液透析患者实施护理安全管理，具体的护

理过程如下：（1）组建护理安全管理小组：由护士长作为责任组长，

对血液透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评估，制定出针对性的应急

方案，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2）强化护理人

员专业能力：血液透析室的护理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风险防范意识

和高水平护理技能，因此定期需要接受专业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

操作技能、专业知识、透析机器的操作方法和养护、并发症的处理

措施，每次培训的内容护理人员都需要接受考核，只有通过考核才

能够上岗。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以积极的

态度与之对话，注意自己的用词，减少医疗纠纷的产生。（3）专项

护理：患者进行透析之前，护理人员需要掌握患者的病情状况，了

解患者是否存在艾滋病、乙肝等传染性疾病，如果存在，则需要在

专门的区域内进行血液透析并有专人看护，以免出现感染情况的发

生[1]。（4）血液透析室内的护理：血液透析室需要严格限制人员的

进出，患者进入前，需要进行全面消毒，穿戴专门的鞋子才能够进

入，护理人员则需要穿戴全套无菌装备[2]。 

1.3 观察指标 

两组血液透析患者接受不同护理干预后，对护理质量进行评

分，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则说明护理质量越优秀。然后利用本

院制定的护理满意度评估表对患者进行评估，最终等级分为：特别

满意、满意和不满意。对比两组血液透析患者的出血情况和导管感

染率。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20.0 的 Excel 表中，进行对比和检验值计算，若 P＜

0.05，为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出血情况以及导管感染率明显优于对照

组；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6%，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70%，两

组血液透析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以及临床指标存在统

计学意义，（P＜0.05）。 

两组血液透析患者护理质量对比 

组别 护理质量评分 护理满意度 出血情况 导管感染率 

对照组（n=50） 76.48±2.65 35（70.0） 7（14.0） 5（10.0） 

观察组（n=50） 96.11±2.03 48（96.0） 2（4.0） 0（0.0） 

t/X2 37.1913 1.3127 3.0986 5.3191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临床上，血液透析常用于肾病的治疗，在进行血液透析的任何

环节都可能出现意外风险事故，导致护理安全的发生，比如说身体

损伤、心理损伤、身体功能障碍等。为了消除血液透析室存在的安

全隐患，我们将护理安全管理应用于患者血液透析的过程中，能够

有效地降低风险事故的发生，降低医疗纠纷的产生。通过本次研究

结果发现，护理安全管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护理人员的责任

心，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规范了护理人员的操作行为，为患

者营造了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血液透析环境，缓解了我国当前较

为紧张的医患关系[3]。 

综上所述，将护理安全管理应用于血液透析室的护理过程中，

使护理质量明显提升，降低了风险事故的发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

血液透析室治疗环境，具有积极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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