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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对血液透析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影响分析 

邹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重庆 401120） 
 

摘要：目的：探讨在血液透析患者中实施集束化护理对其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RBSI）情况的预防作用。方法：选取 70 例我院在 2020 年 6
月-2021 年 7 月期间收治的血液透析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时间的不同将其分成对照组（2020 年 6 月-12 月入院）与观察组（2021
年 1 月-7 月入院），每组 35 例，分析两组意外事件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 CRBSI、导管脱出等发生率相较于对照组均更低（P＜0.05）。结

论：实施集束化护理对于血液透析患者而言，可降低透析期间 CRBSI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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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指运用导管将患者的血液输送至体外并进行净化后，

再次回输至患者体内的过程。通过血液透析，能够降低血液中的毒

素，对尿毒症、高钙血症、高磷血症等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随着

患者对护理要求的不断提高，医院也在不断调整对血液透析患者的

护理方案，更多的是基于循证护理依据为患者制定相应的护理措施

集合[1]。集束化护理是目前国内外护理领域广泛开展的一种综合护

理工作，其是以循证依据为指导对护理措施进行设计，有学者认为

将该护理模式运用于血液透析患者中，一方面能够优化护理流程，

保证各项护理措施落实到位，另一方面也可保证临床治疗的顺利进

行[2-3]。鉴于此情况，本文就在血液透析患者中采用集束化护理对

CRBSI 的影响展开分析，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20 年 6 月-2021 年 7 月，选取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70 例血

液透析患者进行研究，根据入院时间进行分组。对照组入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12 月，35 例，其中男性患者 23 例，女性患者 12 例；

年龄在 36-7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6.39±7.42）岁。观察组入院

时间为 2021 年 1 月-7 月，35 例，包括 21 例男性与 14 例女性；年

龄：37-76 岁，均值：（56.48±7.36）岁。参与研究者基线资料比较

无差异（P＞0.05）。入选者均具备血液透析的条件，认知功能正常，

排除伴有颅内出血、合并多种心脏疾病等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仔细向患者讲解透析注意事项，耐心解答患者的疑问，

严格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等。 

观察组：①组建集束化管理小组：由科室主任、科室护士长、

医生、护理人员共同组建集束化护理小组，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对血

液透析及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RBSI）等的发生机制进行分析，在

此基础上，制定出科学、可行的护理措施并实施。 

②置管前：要求与透析操作有关的医护人员根据七步洗手法严

格进行手部卫生清洁。全面评估患者的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等，

确认患者的置管部位，用碘伏对患者的穿刺部位及邻近皮肤予以消

毒，仔细检查导管的密封性。全面检查患者皮肤感染情况，遵医嘱

予以无菌敷贴。按照医院规范要求对透析室进行消毒、清洁，合理

配置人员，操作前后尽量减少人员走动。 

③置管后：定期观察患者穿刺部位是否发生渗血、红肿、疼痛

等症状，拔除导管后及时为患者更换辅料，对于易出汗、出汗较多

或者插管部位有组织液渗出者，可选用纱布覆盖，并且提高更换频

率，一旦纱布出现松动，应及时更换；若患者出现全身寒颤、体温

升高等情况可考虑发生感染，根据其感染指标予以抗生素治疗以及

封管。严重者给予拔除导管。叮嘱患者多食用富含优质蛋白以及维

生素的食物，并进行适度运动，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特别注意导

管部位的清洁卫生，如发生潮湿、渗出、敷贴松动，应及时更换，

透析前后对导管部位进行无菌操作，严格消毒。此外，还需加强医

护人员培训，提高其操作规范性和无菌观念，年纪较大的患者，还

应加强对患者家属的健康宣教，增强患者家属的监督作用。 

1.3 观察指标  

分析比较两组 CRBSI、导管脱出、皮肤破损、血栓形成等意外

事件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处理工具为 SPSS 22.0 统计软件。计数数据（%）比较行χ2 检

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P＜0.05 表示。 

2.结果 

相对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意外事件总发生率显著较低（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意外事件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CRBSI 导管脱出 皮肤破损 血栓形成 总发生率 

对照组 35 2（5.71） 1（2.86） 2（5.71） 1（2.86） 6（17.14） 

观察组 35 0（0.00） 0（0.00） 1（2.86） 0（0.00） 1（2.86） 

χ2 值 - - - - - 3.968 

P 值 - - - - - 0.046 

3.讨论 

如本次研究结果所示，予以血液透析患者集束化护理后，其

CRBSI、皮肤破损等发生率显著较低。其原因在于，集束化护理与

常规护理最大的区别在于，集束化护理可保证护理内容更具全面性

与针对性，尤其是血液透析患者病情特殊，易发生 CRBSI、血栓等

问题，故集束化护理的应用有利于促进透析效果的提升[4-5]。同时，

组建集束化管理小组，在小组组长的带领下引导患者作相关配合，

能够优化血液透析各个环节的护理工作，减少失误。 

综上所述，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能够减少 CRBSI、导管脱出等

意外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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