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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联动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的护理效果及对肾功能

的影响 
林桂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400010) 

摘要：目的：予以血液透析患者针对性联动护理干预的效果及对其肾功能的影响探究。方法：利用数字随机表法将从我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间抽取的 70 例血液透析患者进行规范化分组处理，各 35 例，以对照组和观察组区分，对应行常规护理、针对性联动护理。就此

对比两组并发症情况、护理依从性及护理前后的肾功能指标。结果：观察组对应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

护理总依从率较对照组更高依从性（P＜0.05）。护理前的肾功能指标组间对比差异较小（P＞0.05）；护理后均有明显下降，BUN、Scr 指标

显示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与常规护理相比，针对性联动护理模式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具有更理想的效果，能够有效

降低相关并发症发生风险，提高依从性，还有助于改善其肾功能指标，可广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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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针对晚期肾病患者往往需要采用血液透析进行治

疗，旨在帮助其改善各项症状和生活质量，具有较好的治疗效

果。但血液透析周期长、费用高，且易引发各种并发症[1]。疾病

之苦本已难以承受，再加上长期治疗的沉重经济负担，进而会

导致其负面情绪过重，多表现为焦虑、紧张等，更有甚至可能

因此抵触治疗，最终会严重到影响治疗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还需在积极开展治疗的同时予以相应的护理干预[2]。但常规

护理往往是针对患者的相关症状进行干预，较为固定刻板化，

且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关注不够，效果不甚理想。因此还需积极

寻求更为科学有效的护理方案。有鉴于此，本文特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间接收的血液透析患者中抽取 70 例，以探

究将针对性联动护理应用于此的效果，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对象均取自在我院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共 70

例，入院时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采用数字随机表

法加以组别区分，均 35 例。对照组抽取男、女数分别为 23 例、

12 例；年龄 33~76 岁，平均（50.22±1.20）岁。观察组抽取男、

女数分别为 24 例、11 例；年龄 34~78 岁，平均（50.34±1.30）

岁。对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展开对比，均提示无显著差异，可

比性高（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常规口头宣教，强调治

疗、护理期间的相关注意事项，解答患者相关疑问，及时帮助

疏导不良情绪。加强病情监测，按照医院规定进行给药、换药

处理，做好日常基础护理工作。 

观察组则采取针对性联动（即“三针对，两联合”）护理，

主要涉及如下内容：（1）组建干预小组：由护士长领导组内成

员完成院内培训，提升专业素养和护理技能，收集患者资料，

分析风险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2）

加强仪器操作管理：治疗前需仔细检查仪器功能，确保完好，

建立双回路供电系统，备好相应的备用电源，以免因意外断电

影响治疗。护理人员还应熟练掌握仪器操作要求及简单故障处

理方式。同时注意管道护理，避免扭曲、折叠，将其加以稳妥

固定。（3）针对凝血、血肿、失血事件的护理要点：治疗时若

出现插管或拔管渗血、失血等不良事件将会对治疗效果造成不

利影响。因此需在治疗前严格检查仪器管道通路接头，保证其

处于紧密衔接状态，操作仪器时严格遵照规定进行。还应重视

对患者的健康教育，以提高其依从性。（4）并发症护理：血液

透析治疗期间极易导致患者出现血压异常、低血糖、感染等相

关并发症。对此需加强生命体征监测，注意减少水分摄入。针

对出现低血糖的患者及时予以葡萄糖水注射。同时，还应做好

病区内的消毒灭菌工作，遵照无菌操作原则，注重个人手卫生。

尽可能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以降低内瘘狭窄闭塞的发生风险。

（5）心理与情志护理：护理人员应主动与患者沟通，构建良好

护患关系，引导其意识到保持良好心态对疾病治疗的重要性。

注意观察患者的言行举止，动态分析负面情绪变化情况，结合

心理学相关知识进行有针对性地疏导。（6）联动患者家属共同

参与护理工作：组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向其讲解疾病知识及

护理技巧，告知患者病情状况，多陪伴、关心他们，使其能够

获得足够的家庭支持，提高治疗信心。 

1.3 观察指标 

（1）统计比较两组相关并发症（血压异常、感染、低血糖）

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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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比较两组护理依从性，利用院内自制量表评估患

者依从性，分为完全依从、基本依从和不依从三等，前两项评

估之和为总依从率。 

（3）比较护理前后的肾功能指标，包括尿素氮（BUN）、

血肌酐（Scr）。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1.0 软件包计算处理文中数据资料，计数资料表示

为(%)，施以 X² 检验，计量资料表示为( sx ± )，施以 t 检验，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判定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 

相较对照组，观察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更低（P＜

0.05），见表 1。 

表 1 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组间比较 [n(%)] 

组别 例数 血压异常 感染 低血糖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5 1（2.85） 0（0.00） 1（2.85） 2（5.71） 

对照组 35 4（11.42） 2（5.71） 3（8.57） 9（25.71） 

X2     5.285 

P     0.021 

2.2 对比两组护理依从性 

经对两组护理依从性展开评估，结果提示差异明显，观察

组总依从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依从性组间对比 [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观察组 35 21（60.00） 13（37.14） 1（2.85） 34（97.15） 

对照组 35 10（28.57） 14（40.00） 11（31.42） 24（68.58） 

X²     10.057 

P     0.001 

2.3 护理前后的肾功能指标组间对比 

于护理前对两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展开对比，结果提示差

异较小（P＞0.05）；护理后均有所变化，观察组更明显，对应

的 BUN、Scr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肾功能指标比较 ( sx ± ，μmol/L) 

BUN Scr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5 20.11±1.42 15.12±1.17 784.29±9.67 352.38±4.60 

对照组 35 20.32±1.46 18.33±1.30 784.31±9.53 672.20±8.16 

t  0.610 10.858 0.008 201.988 

P  0.543 0.000 0.993 0.000 

3 讨论 

血液透析属于一种常用的特殊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利用特

殊装置对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血液进行净化，以维持其生存状

态。随着对血液透析治疗的深入研究发现，长期的治疗过程会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身心状态产生不良影响，若是负性情绪未

得以有效疏导，还可能导致人格改变或抑郁，进而影响治疗效

果，造成恶性循环[3-4]。故，还应重视治疗期间的护理干预。 

针对性联动护理模式是近年来开始得以应用的一种新型护

理模式，主要包括“三针对、两联合”。所谓“三针对”即是

指对设备、并发症以及失血、渗血等不良事件进行有针对性的

护理，以此来降低设备故障、并发症等意外事件的发生风险，

规范治疗操作，从而提高血透治疗质量。而“两联合”则是指

联用心理护理与情志护理，需要由心理咨询师、家属和责任护

士等共同参与，在护理期间予以患者足够的个性化关怀，以增

强其治疗信心，保持良好心态，利于提高最终治疗效果[5]。从本

次分析结果中可得：观察组的相关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总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此外，两组护

理后的肾功能均有改善，相较对照组，观察组 BUN、Scr 水平

均更低（P＜0.05）。由此表明，对血液透析患者实施针对性联

动护理具有更高价值。 

综上所述，施以血液透析患者针对性联动护理效果明显，

尤其是在降低并发症、提高依从性、改善肾功能指标方面更优

于常规护理，应用价值突出，可广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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