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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血透室在提升护理质量与护理满意度时应用优质护理理念的效果。方法：抽取出研究所需的 70 例血透患者并均分成对照

组与观察组两组各 35 例，护理中给予对照组常规性的护理内容、给予观察组优质护理的内容，护理后对比两组护理的质量及患者对护理所

具有的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应用优质护理模式后的护理质量及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要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血液透析室

内可采用优质护理理念提升护理效果，护理质量与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可以在护理工作中推广并普遍性应用。 
关键词：血透室；优质护理理念；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 

 

在血液透析室治疗中的患者会因为长期性治疗而产生情绪波

动较大的现象，并且在透析过程中需要保证无菌操作，需要实施有

效的护理措施帮助患者改善存在的不良情绪及实现无菌操作的过

程，在帮助患者具备积极治疗情绪的同时保证透析过程中的安全

性，进而实现血液透析的目的且进一步促进患者病情的好转，以下

内容针对血液透析室护理工作中应用优质护理理念对于护理质量

与护理满意度的提升所具有的效果进行了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院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需要血液透析治

疗的患者中随机性抽取出 70 例，统计患者各项资料数据：平均年

龄为（49±26）岁、平均病程为（1.4±1.1）年、男性与女性各为

40 例与 30 例。其中，因糖尿病肾病实施血透的患者共有 24 例、因

痛风性肾病实施血透的患者共有 20 例、因慢性肾衰竭实施血透的

患者共有 26 例。根据研究需求均分 70 例患者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

组且各为 35 例，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的资料未呈现明显差异。 

1.2 方法 

对照组护理工作中给予常规护理的内容，观察组护理工作中给

予优质护理理念，具体为：（1）组织培训。护士长应组织护理人

员进行优质护理培训，实现优质护理内容被所有护理人员所熟识。

在培训中要明确每位护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并严格按照规范标准开

展工作。另外，培养护理人员掌握透析治疗中产生的各种不良反应，

并且在出现不良反应时能够及时给予有效的方法解决，达到有效降

低不良事件产生的目的。（2）护理人员在实际护理中要做好如下

工作：一是在透析前要给予心理护理的过程。患者长期透析会存在

身心疲惫的现象，在面对再次透析时会因为强烈的抵触而存在不良

情绪，护理人员要给予患者心理护理过程并对患者进行鼓励，并且

要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情绪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另外，护理人

员要对患者进行各项检查工作，包括血红蛋白指标、血肌酐、体温、

血压、脉搏等，进而保证患者可以实施透析治疗。二是患者在透析

中要保证血管通路建立的过程中处于无菌操作的过程，穿刺要熟练

且轻巧，对患者透析的具体时间及血流量准确地记录。如果患者在

透析时出现面色苍白或者是测量心率出现过快的现象时，要采取停

止超滤并对其实施供氧的过程，如果有必要可输入白蛋白或者是血

浆。三是患者透析后要掌握患者血压情况，若血压下降要保证患者

的头部处于低位、足部处于高位，并且还要采取血容量扩充的措施。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护理后观察其护理质量，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包括：服

务态度指标、健康教育指标、沟通效果指标、护理主动性指标等，

分值为满分 100，分数处于 90-100 分之间为优质护理、分数处于

60-90 分之间为护理良好、分数处于 60 分以下则为护理较差；护理

后观察其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也以评分的方式评价，满分为百分

制，分数在 90 以上评价为非常满意、分数在 70-90 分之间为一般

满意、70 分以下则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护理质量评价与护理满意度评价分数全由 SPSS19.0 软件实施

分析与统计工作，计量资料利用均数（ ）表示并运用 t 检验

对其结果进行验证；计数资料应用（n，%）表示并运用 验证其

结果。当 SPSS19.0 软件中给出的数据为 P＜0.05 时，两组数据对比

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方面的对比 

统计两组患者护理质量的各项指标分数，观察组护理质量的优良率

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方面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优质 

护理 

护理 

良好 

护理 

较差 

优良率 

观察组 35 22 12 1 97.14 

对照组 35 10 16 9 74.29 

P 值 - - - -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统计两组患者对护理过程的评价后，观察组患者对护理过程的

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 

满意 

一般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5 27 7 1 97.14 

对照组 35 11 14 10 71.43 

P 值 - - - - ＜0.05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为了延迟患者生命而实施的一种治疗手段，主要是通

过对流的方式、吸附的方式等将患者血液中存在的有害物质进行清

理，进而保证患者体内与正常人体之间相差无几[1]。由于血液透析是

将患者身体内的血液向外引流并在透析器净化后再回输至体内，对于

患者身心产生较大影响并需要给予有效护理促进患者积极治疗。 

本次研究针对优质护理理念应用于血液透析室护理中的效果

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证明出优质护理理念显著提升了护理质量及

患者对护理过程的满意度，原因是患者在透析时通过护理人员的心

理护理提升了治疗依从性，并且在护理中给予无菌操作过程且根据

患者透析时的状态进行调整，在充分发挥透析作用的同时也保证了

患者的生命安全[2]。 

综上所述，在血液透析室实施的护理工作中采取优质护理措施

对患者的透析过程产生了积极作用，应在血液透析室内普遍性的运

用并发挥出其作用提升透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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