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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护理风险主要是指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护理过程

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不安全事件，血液透析是治疗尿毒症

患者的首选方法，专业性强，血液透析患者是高护理风

险病患者，随着血液透析技术的不断发展，血液透析患

者的数量急剧增加，相应护理风险也随之增加，为了能

使风险因素降低，避免治疗效果受影响，临床护理工作

的实施尤为重要。为探究风险管理在血液透析护理管理

中的临床护理价值，该次研究报道如下 [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020 年 5 月 ～ 2022 年 2 月 本 院 接 受 透 析 治 疗

的 170 位患者作为探讨对象，并随机的将 170 位透析患

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及对照组，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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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85 人。观察组年龄 20 ～ 73 岁，平均（45.1±4.6）岁，

患者病程 1 ～ 9 年，平均（6.3±2.1）年。对照组年龄

26 ～ 65 岁，平均（48.5±3.2）岁。观察组与对照组当

中的病患在年龄、性别以及病程、病情等没有显著差异，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无菌操作，依据医嘱展开护理常规

护理的方式。观察组的透析患者则在采用常规护理方式

的前提下展开护理风险管理。详细方法如下所述：①对

患者在透析当中可能发生的护理风险展开分析和总结，

不断健全护理机制，比如明确告知患者及家属透析中各

种风险并建立签字确认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操作流程，

构建一套完善的血液净化消毒机制，并要求护理人员在

护理工作中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操作，在具体工作中也应

重视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听取患者及家属的合理性建议

灵活的调整和改进 [2]；②应针对不可避免的突发事件制

定相应的解决预案，从而保证血液净化过程的安全稳定

性。比如，针对透析过程中出现的断水、断电等突发状

况，就可设置应急发电机和水箱从而为突发情况做好应

急预案，应做好相关设备装置的定期消毒和维护工作。

在护理工作中对所使用的的医疗设备器材以及实际操作

都应做好消毒隔离处理 [3]；③应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进行

培训学习，有效强化护理人员自身风险管理意识及实践

操作技能，同时应定期组织护理人员展开专业技能及专

业知识考核，从而有效调动护理人员主观学习积极性，

不断提升自身职业素养，让其能够在护理工作中游刃有

余，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血液透析护理人员队伍，切实推

动血液透析护理工作总体质量的提升。在排班时应以新

老搭配、以老带新为原则，保证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

能够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处理突发情况 [4]；④在患者

上机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做好巡视工作，对患者穿刺和插

管部位施行实时观察和监督，并注意透析管路中是否出

现凝血的情况，针对不同患者情况合理的注入适量的肝

素，从而避免患者在透析过程中出现渗血、滚针和凝血

的情况 [5]；⑤在透析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定期对患者血压、

心率进行测量和记录，并通过观察和沟通掌握患者上机

状态，如果出现恶心、头痛、头晕以及发汗等不良症状，

应第一时间通知医生，继而采取相应措施有效缓解患者

的不良症状，确保透析安全有效的完成。

1.3 分析标准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患者满意度，将患者对护理

工作满意度及两组中出现的不良事件作为对比分析标准。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展开本次数据统计，计数资

料用（n，%）表示 x2 检验，P ＜ 0.05 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观察组在护理事故、患者投诉时间以及突发事件等

不良事件发生几率要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几率比较[n（%）]

组别 n
违规

操作

护理

不当

医嘱处置

不当

患者

投诉

不良事件

发生率

观察组 85 0（0.00）1（1.18）1（1.18）0（0.00） 2（2.36）

对照组 85 3（3.53）5（5.88）4（4.71）4（4.71）16（18.82）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1）。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85
50

（58.82）

24

（28.24）

10

（11.77）

1

（1.18）

84

（98.82）

对照组 85
40

（47.06）

23

（27.06）

15

（17.67）

7

（8.24）

78

（91.76）

χ2 15.943

P ＜ 0.01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现阶段临床治疗中最为常用血液净化法，

由于其技术价值与专科性皆十分高，也直接导致风险性

的提高，导致维持性血液透析护理中风险因素包括：①

护理人员因素。部分医护人员护理风险防范意识较弱，

责任意识淡薄；专业技术水平较差，对于血液透析机的

功能及操作方法了解不当，出现违反操作规章导致操作

不当的现象。工作状态散漫，在血液透析治疗的过程中，

缺少巡视和病情观察，无法及时发现患者的透析并发症。

资历尚浅，对血液透析机操作不熟练，从而导致无法准

确设置各项参数。②环境设备因素。血液透析机是一种

特殊医疗器械，是直接与患者的血液接触的，因此如果

处理不等，会导致艾滋病、肝炎等疾病交叉传播。③患

者因素。进行血液透析时需要将患者的血液引流出并进

行净化后再输回患者体内，所以在透析过程中常有低血

压、心律不齐、心力衰竭、感染等并发症；再加上肾衰

竭患者身体的免疫功能较弱，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有其

他疾病发生，尤其是长期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并

发症的发生率更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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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此次研究通过在观察组中实施护理风险管理，不断

完善透析护理工作机制、注重培训工作、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有效提升医护人员自身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及专业

能力，从而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导致的不良事件发生有效

降低透析风险。实践证明在血液透析过程中采用护理风

险管理可以切实降低血液透析护理风险，切实提升患者

满意度，让患者能够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下展开透析治疗，

进一步提升血液透析护理工作质量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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