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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风险管理护理干预手段在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10月~2021
年10月到我院血液科接受透析的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均为50例，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期间的风险事件、并发症总发生率及护理满意度。结果：在并发

症总发生率和风险事件总发生率维度方面，对照组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护理满

意度维度上，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护理风险管理在血液透析患者护

理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价值，该护理干预手段可降低血液透析护理中风险事件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

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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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isk managem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hemo-
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ho received dialysis in hemat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0 to Octo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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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Risk events,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In the dimension of total inci-
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risk eve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In the dimensi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has a good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nursing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risk events and complications in 
hemodialysis nursing,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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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患者体内血液净化处理后再输回的过程被称为血液透析。血液透析过程中，首先需要将患者体内血

液经血管通道引流至体外，经过透析机进行溶质和水的转运，将患者体内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清除，

最后输回患者体内，从而维持患者体内的新陈代谢及内环境的稳定[1]。适用于急性肾损伤、急性药物中

毒、急性食物中毒及慢性肾功能衰竭等疾病的治疗。相关研究显示：虽然血液透析疗效显著，但是其影

响因素较多，例如护理操作、设备问题及患者心理和生理问题均会影响到透析结果，甚至威胁患者生命

安全[2]。由此可见血液透析风险非常大，故而采取高效的护理干预手段，降低血液透析过程中的风险，

以此提升血液透析效果，提升患者各项生理指标，非常重要。而风险管理护理是基于提前发现风险，并

采取措施控制风险的一项护理干预手段，非常适合血透患者透析中的风险管理。相关研究显示：护理风

险管理干预可降低急性脑梗死早期血管介入患者并发症以及护理风险事件总发生率[3]。风险护理干预可

以降低食管癌放疗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及自我护理能力的同时，还可提升患者依从性

[4]。可见，风险管理护理干预手段已经在其他疾病的护理中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目前关于血透患者护

理风险管理应用效果研究较少。为探明血透患者护理风险管理应用效果，本研究对比分析两组血液透析

患者护理期间的风险事件总发生率、并发症总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报告我院伦理会获批并获患者及家属知晓本次研究内容且同意后，选择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

到我院血液科接受透析的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

患者行常规血液透析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行风险管理护理干预。其中观察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9:21，患

者年龄为 24~69 岁，平均年龄在(41.22 ± 3.73)岁，病程为 1~19 年，平均病程为(12.15 ± 1.69)年。对照组

患者男女比例为 27:23，患者年龄为 25~70 岁，平均年龄在(42.14 ± 3.61)岁，病程为 2~18 年，平均病程

为(12.46 ± 1.73)年。经统计分析，两组患者年龄、病程、性别等一般资料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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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纳排标准 

1) 纳入标准：已稳定透析 4 个月及以上的患者；透析行为规律的患者；凝血功能无异常的患者；知

晓本次研究内容，家属及本人均同意且签订知情同意书的患者[5]。 
2) 排除标准：意识障碍无法正常沟通交流的患者、合并严重心肌病变的患者、颅内压增高或颅内出

血的患者、患有恶性肿瘤的患者[6]。 

2.3.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行风险管理护理。内容如下：1) 成立风险管理小组：由护士长

倡导，基于自愿报名的方式选择护士 6 名，进行风险管理核心理念及具体措施培训后，成立风险管理护

理小组。2) 识别风险：基于护理因素、患者生理及心理因素、疾病本身因素等多个维度，多角度分析护

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子。3) 风险控制：① 设立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各项业务流程。② 做好合理的人

员安排，在午休、节假日进行弹性排班，以此避免因为人员不足而导致的工作疏漏。③ 降低血液透析的

过程风险。透析前，进行详细的透析机检查，提前制定故障预案。做好各项物品的准备及消毒工作的准

备，待患者入室之后，及时了解患者基本情况，若患者有不良情绪需及时疏导。透析过程中，积极观察

患者各项生理数据，定时检查是否有穿刺针脱落及渗血的情况。若患者出现不良反应，需及时上报并紧

急采取措施。④ 对患者展开健康知识宣教，提高自我管理意识。⑤ 对患有乙肝及艾滋病等标志物阴性

的患者实行分区、分机透析，透析用品均保证一次性使用。4) 风险管理监督：护士长制定风险管理护理

模式管理方案，制定对应的激励措施及惩罚措施，对表现优秀者给予奖励，对表现不佳者给予惩罚，以

此提高风险管理护理干预工作的积极性。 

2.4.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干预 6 个月后，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期间的风险事件及并发症发生率。风险事

件维度指标：物品准备不当、设备故障、血液透析流程失误、血管通路护理不当。并发症维度指标：肌

肉痉挛、冠状动脉钙化、低血压、失衡综合征、心律失常。护理满意度维度等级：满意、比较满意、不

满意。 

2.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4.0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计量资料用(x ± 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 (%)]
表示，行 χ2检验；当 P < 0.05 时，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当 P < 0.01 时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对比分析 

对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风险事件发生率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组间数据比较采 χ2用分析，结果

如表 1 所示。根据表 1 可知，经 6 个月风险管理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护理风险总发生率为 1 (2.00%)，
对照组患者护理风险总发生率为 8 (16.00%)，可知观察组患者护理风险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血透患者应用护理风险管理后风险事件发生率显著降低(P = 0.000 < 0.01)。 

3.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分析 

对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进行了统计分析，组间数据比较采 χ2 用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表 2 可知，经 6 个月风险管理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2 (4.00%)，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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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为 9 (18%)，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血透患者应用护理风

险管理可有效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P = 0.024 < 0.05)。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cidence of risk ev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1. 两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对比分析表[n (%)] 

组别 n 物品准备不当 设备故障 流程失误 血管通路护理不当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0 0 (0.00) 1 (2.00) 0 (0.00) (0.00) 1 (2.00) 

对照组 50 3 (6.00) 3 (6.00) 2 (4.00) 0 (0.00) 8 (16.00) 

χ2 - - - - - 7.136 

p - - - - - 0.000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ication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分析表[n (%)] 

组别 n 心律失常 失衡综合症 低血压 冠状动脉钙化 肌肉痉挛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0 0 (0.00) 0 (0.00) 0 (0.00) (0.00) 2 (4.00) 2 (4.00) 

对照组 50 3 (6.00) 2 (4.00) 0 (0.00) 0 (0.00) 4 (8.00) 9 (18) 

χ2 - - - - - - 5.174 

p - - - - - - 0.024 

3.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对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了统计分析，组间数据比较采 χ2 用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根据表 3 可知，经 6 个月风险管理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48 (96.00%)，对照组患

者护理满意度为 43 (86.00%)，可见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血透患者应用护理风险管理可有效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P = 0.012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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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39 (78.00) 9 (18.00) 2 (4.00) 48 (96.00) 

对照组 50 30 (60.00) 13 (26.00) 7 (14.00) 43 (86.00) 

χ2 - - - - 5.161 

p - - - - 0.012 

4. 讨论 

血液透析主要适用于急性肾损伤、急性药物中毒、急性食物中毒及慢性肾功能衰竭等疾病的治疗，

这些疾病若不及时治疗会严重损害患者器官甚至威胁患者生命。但血液透析效果会受到护理操作、护士

工作态度、责任心以及设备问题及患者心理和生理问题的影响，说明血液透析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因子众

多，因此探究高效的风险控制护理方案，从而对患者接受血液透析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提

前做出相应的紧急预案以及护理方案，以此减少患者感染、漏血、内瘘血肿、静脉血栓、心脏骤停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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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事件的发生，非常必要。 
基于此，为探明血透患者护理风险管理应用效果，本研究利用不同的护理干预手段对两组患者进行

护理干预，并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在血液透析期间的风险事件、并发症总发生率以及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等

各项指标。研究结果发现：风险管理护理干预手段可以降低血液透析患者透析期间的风险事件及并发症

总发生率，还可以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由此可见，护理风险管理在血液透析患者的护理实践中，具

有较高价值，可在临床推广。 
本研究不足之处：本研究仅仅基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层面进行研究，研究结束后仅得出了“护理风

险管理在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价值，该护理干预手段在降低血液透析护理中风险事件

和并发症的发生率的同时，还可提高护理满意度”的研究结论。但是对其内在影响机制的探讨还未展开，

因此后续的研究中，将会进一步展开其影响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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