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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血液透析护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并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方法：于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在我

院肾内科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中随机选择了 84 名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我们总结了这些患者在血液透析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事件，

并分析了与护理有关的因素。随后，我们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和管理措施。在实施了风险管理措施后，我们观察了患者在血液透析

过程中护理风险事件、护理纠纷以及投诉的发生情况。结果：患者的心理状态、病情严重程度、护理人员的临床经验、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其家

属的沟通情况以及血液透析设备等因素都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P＜0.05）。在实施了护理风险管理措施后，风险事件、护理纠纷以

及投诉的发生显著减少，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明显提高（P＜0.05）。结论：血液透析护理中的风险因素主要涉及护理人员、患者和设

备三个方面。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可以有效地预防相关风险事件的发生，提升患者满意度。因此，我们建议在临床实践中加以推广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possible risk factors in hemodialysis care and develop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Methods: 8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between January 2022 and February 2023. We summarized the various risk events encountered by these patients 

during hemodialysis and analyzed factors related to care. Subsequently, we propose specific solutions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these factors. After 

implementing the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we observed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nursing disputes, and complaints during the 

hemodialysis process. Results: Psychological status, severity of illness, clinical experience of nurses, communication between nurse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hemodialysis equipmen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P <0.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the occurrence of risk events, nursing disputes and complaint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0.05). Conclusion: The risk factors in hemodialysis care mainly involve three aspects: nurse staff, 

patient and equipment. Targeted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related risk events and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Therefore, we recommend an extende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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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对血液透析护理面对的风险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

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结果将为血液透析护理提供重要的

参考和指导，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保障患者的安全和健康。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从我院肾内科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需

要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中，随机选择了 84 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在性别、年龄、BMI 指数等一般临床统计资料和指标方面，两组受

试患者的情况见表 1。研究方案已经通过我院医疗伦理委员会的审

查并获得批准。 

表 1 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n 男：女 年龄（岁） BMI（kg/m2） 透析时间（月） 

观察组 84 49：35 46.54±5.86 22.89±1.25 56.07±1.21 

1.2 护理风险因素分析 

通过进行回顾性研究，我们总结了可能影响护理风险的各种潜

在因素，主要集中在患者、护理人员以及设备等三个方面。在患者

自身方面，长期患病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凝血功能障碍，血压不

稳定，以及心理压力较大等因素，这些都可能增加透析过程中的风

险。而在护理人员方面，无菌观念的不足、护理经验的欠缺、操作

不规范以及熟练程度不高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导致透析风险事件发

生的原因。另外，透析设备的老化和严重磨损也会提高透析过程中

的风险水平。最后，积极促进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良好沟通，有

助于及时了解患者状况，减少误解和风险。 

1.3 评价指标 

将对血液透析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事件，如感染等，进行详

细记录，并进行原因的深入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制定

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通过进行问卷调查来评估患者的满意度。这份调查主要包括四

个方面：护理态度、护理水平、风险处理以及沟通。每个方面将被

评分，满分为 100 分，因此总分将达到最高 400 分。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ｔ检验

和 X2 检验，检验水准为 0.05 及 0.01。 

2 结果 

2.1 护理风险与相关因素的线性关系 

患者病情、心理压力、护士经验不足、设备老化与护理风险的

发生率均呈正相关关系（P＜0.01），如表 2 所示。 

表 2 护理风险与相关因素的线性关系 

线性关系 相关系数（r） P 

护理风险与患者病情 0.70 ＜0.01 

护理风险与心理压力 0.67 ＜0.01 

护理风险与护士经验不足 0.6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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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与设备老化 0.68 ＜0.01 

2.2 护理满意度 

管理前后，统计护理风险事件、护理纠纷及投诉的发生率，并

由患者填写调查表。观察比较管理实施前与管理实施后，血液透析

患者患者对护理的总体满意度。其中管理实施后患者的满意度明显

高于实施前（P＜0.05），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 管理前后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的组间比较[例（%）] 

组别 n 护理风险事件 护理纠纷 护理投诉 

管理后 84 4（4.76） 2（2.38） 0（0） 

培训前 84 12（14.29） 8（9.26） 4（5.95） 

表 4 管理前后患者治疗满意度的组间比较（ sx ± ，分） 

组别 n 护理态度 护理水平 风险处理 沟通 

管理前 84 74.21±0.25 62.92±15.98 70.48±7.89 63.02±15.14 

管理后 84 89.68±2.71 88.64±13.78 94.05±9.25 87.32±13.63 

3 讨论 

在本研究中，深入探讨了血液透析护理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因

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过对 84 名血液透析患者进行回顾性

分析，发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心理压力、护士经验不足以及设备

老化等因素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呈正相关关系。针对这些风险因

素，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加强患者健康管理、

控制心理压力、提升护士技能水平、定期维护和更新设备等，都是

我们所推崇的措施。这些对策的实施有助于减少护理风险的发生，

提高护理质量，保障患者的安全和满意度。通过实施这些管理对策

后，进行了护理满意度的评估。结果表明，在管理实施后，患者的

护理风险事件、护理纠纷以及投诉的发生率明显降低。此外，在护

理态度、护理水平、风险处理和沟通等方面，患者的满意度得分均

显著提高。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所采取的对策的有效性。 

根据表 2 所示的线性关系分析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护理风险与患者病情的关系：数据显示，护理风险与患者病情之间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r = 0.70，P＜0.01）。这意味着患者

病情的严重程度与护理风险的发生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病情较

严重的患者可能更容易在血液透析过程中遇到并发症，从而增加了

护理风险的可能性。（2）护理风险与心理压力的关系：数据结果

表明，护理风险与心理压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r = 

0.67，P＜0.01）。这意味着心理压力较大的患者可能更容易在血液

透析中出现护理风险。心理压力可能影响患者的生理状态，从而增

加了透析过程中的风险。 

研究通过对护理风险事件、护理纠纷以及投诉发生率的统计，

以及患者填写的调查表，对护理满意度进行了观察和比较。研究发

现，在实施管理措施前后，血液透析患者的总体护理满意度存在明

显的变化。具体的研究结果如下：在不良事件方面（见表 3），管

理实施后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为 4.76%，而在管理实施前为

14.29%。护理纠纷和投诉的发生率也在管理实施后有所降低。这表

明在管理实施后，护理风险事件、护理纠纷和投诉的发生率均有显

著下降。在治疗满意度方面（见表 4），管理实施前后的患者护理

满意度得分有明显提升。在护理态度、护理水平、风险处理以及沟

通等方面，管理实施后患者的满意度得分均显著高于管理实施前。

这说明在管理措施实施后，患者对护理的整体满意度得到了明显改

善。综合而言，这些数据结果显示，在实施了管理措施后，血液透

析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提高，同时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也显著降

低。这进一步验证了管理措施对于提高护理质量、减少护理风险、

增强患者满意度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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