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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细节管理在血透室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我院2020年10月~2021年10月收治的终末期糖

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9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各45例。经过细节管理

护理干预6个月后，观察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等指标。结果：观察

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物质功能、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等生

活质量指标得分均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细节管理在血透室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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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detail management in hemodialysis room.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ith end-stage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hemodialysis admitted to our hos-
pital from October 2020 to Octo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 After 6 months of detailed managem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total inci-
dence of complications,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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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material functi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 phys-
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other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Detail manage-
ment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hemodialysis room, and has clinical promo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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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证，该病导致患者肾功能不全或者完全衰竭，临床治疗方式多为透

析治疗[1]。虽然透析治疗可清除患者体内的多余水分及有毒物质，有效的控制肾脏损伤对患者身体带来

的损害，延长患者的生命。但透析治疗受影响因素众多，例如医护人员专业知识及技术水平、设备问题、

患者配合度等均会影响透析效果，甚至会危及患者生命[2]。此外，糖尿病肾病病程较长需长期进行血液

透析治疗，给患者带来的经济及身心负担较大。若透析效果不理想，可能会导致患者产生抗拒心理，最

终放弃血液透析治疗[3]。护理干预作为辅助医学干预的重要手段，对医学干预结果影响显著，因此探索

有效的护理干预手段提升血液透析治疗效果很有研究意义。常规护理对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的效果有限，

同时患者护理满意度降低，生活质量下降。而细节管理护理干预方案以细节管理理念出发，成立细节管

理小组，定期展开研讨会，分析护理工作中的具体内容及面临的问题，然后提出对应的改进措施，以此

提升护理工作质量。相关研究显示：细节管理护理干预模式可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及护理满意度[4] [5] [6]。说明目前该护理干预手段在护理实践中取得一定应用价值，展开细节管理在血

透室的应用探析具有较强意义。基于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关于探究细节管理在血透室的应用相关研究较

少，为了打下细节管理在血透室应用实践的理论基础，本研究对两组患者经过细节管理护理干预 6 个月

后，观察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等指标，以此探讨细节管理在血透室

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经报告我院伦理会获得批准后，获得患者及其家属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并与之签订研究知情同意书。

选取我院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收治的终末期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 90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

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各 45 例。经过细节管理护理干预 6 个月后，观察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总发

生率、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等指标。其中，对照组患者中有男性 34 人，女性 26 人，年龄为 39~70
岁，平均年龄为(50.22 ± 6.73)，病程为 3~10 年，平均为(7.22 ± 1.26)年。观察组患者有男性 36 名，女性

24 名，年龄为 38~69 岁，平均年龄为(51.31 ± 5.73)，病程为 3~11 年，平均为(6.44 ± 1.23)年。基于统计

分析发现，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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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纳排标准 

1) 纳入标准：① 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终末期糖尿病肾病患者；② 定期参与血液透析的患者；③ 自
身和家属均知晓本次研究，并愿意同医院签订知情同意书的患者；④ 言语表达清楚，能够清晰进行沟通

的患者。 
2) 排除标准：① 患有严重感染的患者；② 有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③ 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④

严重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紊乱的患者；⑤ 有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7]。 

2.3. 研究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内容包含病情观察、病情监测、血糖监测等，并定时做好患者血液透析中的护

理记录，指导患者健康饮食及进行必要性健康知识宣教。 
观察组行细节管理护理[8]，内容如下：1) 成立细节管理小组：在护士长倡导下，采取自愿报名的方

式，吸纳护理人员加入研究小组，对小组成员进行细节管理护理理论知识及专业技巧培训，并制定系统

的血透室操作规程及规章制度，为即将展开的细节管理护理打下基础。另将本次研究过程中的表现纳入

绩效考核，若表现优异者可获得绩效考核中的加分，以此提升小组成员积极性。2) 透析前设备检查：透

析治疗前，全方位检查血液透析设备情况及其他药品的准备情况，以此确保患者可安全顺利的完成血液

透析。3) 透析前的血透室环境建设：保持血透室的清洁、整洁、温馨，定时对血透室进行通风及换气，

保持适宜的温度及适度，让患者拥有舒适的透析环境。4) 透析前患者心理建设：小组成员在血透室门口

以亲和的态度迎接患者的到来，对初次参加血液透析的患者进行重点观察和陪伴，利用温柔的语调详细

的向患者介绍血液透析的流程及作用及注意事项，向患者介绍目前参与血液透析患者的生活状态，使患

者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血液透析的到来。若患者出现不良情绪，及时进行疏导。5) 血液透析中的细节

控制：建立好良好的血液通路，同时尽量减轻穿刺给患者带来的痛苦，选择正确的创词典，保持合适的

静脉穿刺点和动脉穿刺点的距离。告知患者保持内瘘皮肤卫生的同时避免剧烈运动，并实时保证整个护

理环节的数据化、细节化、人性化。6) 帮助患者转移体位：因患者长时间保持某一体位会造成肢体不适，

因此可帮助患者转换体位，并利用电视及音乐转移患者的注意力。 

2.4. 观察指标 

经不同护理干预手段干预 6 个月后，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总发生率、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

并发症总发生率指标：感染、低血糖、低血压、高血压。 
护理满意度等级划分：不满意、基本满意、满意。生活质量：采用 GQOLI-74 生活质量量表[9]从物

质功能、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等四个维度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四个维度共包含 20 个因子，均

以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2.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本研究数据的统计与分析，用( x s±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用[n (%)]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当 P < 0.05 时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对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组间数据比较采用卡方分析，结果如下表 1 所示。观

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3 (5.000%)，对照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1 (18.333%)，可知观察组患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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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血透室细节管理的应用显著降低了血透患

者的发症发生率(P = 0.000 < 0.01)。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mplication ra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 

组别 例数 感染 低血糖 低血压 高血压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5 1 (1.666) 1 (1.666) 1 (1.666) 0 (0.000) 3 (5.000) 

对照组 45 1 (1.666) 5 (8.333) 3 (5.000) 2 (3.333) 11 (18.333) 

χ2 — — — — — 8.365 

P — — — — — 0.000 

3.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t 检验，结果如下表 2 所示。根据表

2 可知，观察组患者的物质功能、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等生活质量指标得分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血透室细节管理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血透患者的生活质量(P = 0.000 < 0.01)。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x s± ) 

组别 例数 物质功能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45 83.12 ± 3.19 82.48 ± 2.88 82.39 ± 2.58 81.72 ± 2.68 

对照组 45 71.79 ± 2.23 70.39 ± 2.09 72.12 ± 2.19 71.89 ± 2.21 

χ2 — 18.771 20.843 19.145 17.79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3.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χ2分析，结果如下表 3 所示。根据

表 3 可知，观察组患者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血透室细节管理的

应用显著提高了血透患者的护理满意度(P = 0.000 < 0.01)。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n (%)] 

组别 例数 基本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5 29 (48.333) 30 (50.000) 1 (1.666) 59 (98.333) 

对照组 45 32 (53.333) 22 (36.666) 6 (1.000) 54 (90.000) 

χ2 — — — — 6.128 

P — — — — 0.009 

4. 讨论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逐年增加，该病病程长且迁延不愈，一旦患病则需要终身服用药物，长期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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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还会导致各类并发症的发生，例如糖尿病肾病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之一。终末期糖尿病肾病因

患者肾功能严重受损，因此需依靠血液透析治疗来维持生命。碍于血液透析众多的影响因素，常规护理

方案对血液透析疗效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因此展开高效的护理方案探究，提高血液透析疗效，减少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势在必行。本研究对两组患者经过细节管理护理干预 6 个月后，观察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等指标，探明了细节管理在血透室应用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物质功能、心理功能、躯

体功能、社会功能等生活质量指标得分均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细节管理在血透室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本研究不足之处：本研究开展过程中，纳入样本量较少，可能致研究结果不够精确，下一步的研究

中将会扩大样本量，以此将研究结果做的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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