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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并发低血压中的价值 

韩焕美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泰安 

【摘要】目的 讨论研究在血液透析患者并发低血压中开展循证护理工作的价值作用。方法 将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6 月期间院内的 68 例血液透析患者并发低血压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利用随机分配法划分为对照

组（利用常规模式开展护理工作）、观察组（利用循证护理模式开展护理工作），对比两组患者平均脉动压

与低血压发生情况，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结果 观察组整体平

均脉动压与低血压发生情况、心理状态评分、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等各项数据信息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

P<0.05，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在血液透析患者并发低血压中开展循证护理工作，可帮助患者将动脉压控制

在合理范围，减少低血压发生风险，同时还能对患者心理状态产生积极影响，为患者提供更为满意的护理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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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hypo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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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valu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hypotension. Methods: 68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hypotension in the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mode to carry 
out nursing work)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 to carry out nursing work). The 
average pulse pressure and hypotens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verall average pulse pressure and hypotension, psychological state score,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and other dat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Conclusion: carrying out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hypotension 
can help patients control arterial pressure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reduce the risk of hypotension,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so as to provide more satisfactory nursing programs for 
patients. 

【Keywords】Evidence Based Nursing; Hemodialysis; Hypotension 
 

针对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主要会采取血液透

析方式控制病情发展，但是在实际治疗中会受到多

方面因素影响出现低血压等不良事件，进而对治疗

产生不良影响。所以，需要重视并加强血液透析患

者护理工作，提升护理水平，保证护理质量与效率，

从而降低相关不良事件发生风险，改善患者心理状

态，提升患者生存质量水平[1]。文中对血液透析患

者并发低血压中开展循证护理工作的价值进行了分

析，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6 月期间院内的 68 例

血液透析患者并发低血压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利用

随机分配法划分为对照组[35 例，男性 19 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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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例，年龄范围在 61-8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0.03
±0.42）岁]、观察组[33 例，男性 18 例，女性 15
例，年龄范围在 61-8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0.07
±0.39）岁]。所有患者基本资料之间的差异不存在

统计学方面的意义（P>0.05）。此次研究活动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并审批。 
1.2 方法 
对照组利用常规模式开展护理工作：按照常规

标准严格按照无菌操作原则给予患者血液透析全过

程护理工作，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变化情况，给

予患者相应的体位指导。观察组利用循证护理模式

开展护理工作： 
（1）小组构建 
按照医院科室情况组织临床经验比较丰富、具

有相应职称的医务人员组成相应的循证护理小组，

对小组成员开展相应的学习培训工作，了解循证护

理理念与操作流程，并加强各个小组成员责任意识、

安全意识，为循证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一定保

障。 
（2）资料评估方面 
收集并整理各个患者基础资料，包括年龄、性

别、病情发展、治疗情况等，并对患者低血压发生

风险进行评估，找出并分析血液透析患者低血压影

响因素，将循证护理原理作为基础，按照要求对影

响因素进行批判性思考，同时查找相关文献、结合

临床实践经验，并向专家进行咨询了解，找出目前

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患者具体护理需求进

行了解，综合各个方面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

科学的护理方案。 
（3）具体实施 
①透析前阶段需要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准确

把握患者透析治疗中超滤总量、速度，降低过量超

滤风险，同时控制好生理盐水使用量，确保透析脱

水量、流量等均处于适宜状态，在每次透析操作前

需要对患者躯体重量进行评估，并适当调整超滤量，

减少低血压发生风险。重视患者情绪变化，定时对

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并强化相关健康教育工作，

让患者对血液透析操作重要性等有全面了解，提升

患者依从性，同时综合运用音乐疗法、深呼吸训练、

聊天等方式帮助患者分散注意力，减轻患者心理负

担。②对患者采取针对性措施。如果患者属于机体

较弱情况，需要强化营养指导，为患者安排营养均

衡的饮食计划，让患者可以从日常饮食中获取充足

营养，增强机体免疫力。如果患者合并心脑血管疾

病，且年龄较大，需要按照序贯透析方式开展操作，

先给予单纯超滤后透析操作，可减少血液透析对患

者心脑血管系统负担。③强化药物指导，合理运用

幻灯片播放方式、短视频播放方式、图册讲解方式、

模型讲解方式等让患者充分了解到按时、按量使用

药物的重要性，并按照不同患者实际情况指导患者

把握好用药时间，避免血液透析血压时间段与血药

峰值相撞，从而减少低血压发生风险。④在实施血

液透析操作时，利用高分子聚矾膜透析装置进行，

并提前利用适量生理盐水对透析管路、透析器进行

冲洗，避免患者出现透析膜过敏情况。⑤如果患者

属于心血管功能不稳定情况，需要将透析温度进行

适当调整（35-36.5℃为佳），从而减少毛细血管异

常扩张，促进心肌收缩，但是在冬季或者不耐寒患

者，需要避免低温透析。⑥密切关注患者机体各项

生命体征变化情况，按时观察并记录患者血压与脉

搏等变化情况，如果发现患者出现低血压先兆情况，

需要及时提醒患者保持平卧位状，并采取氧气吸入

措施，控制好血流量、脱水速度；也可以利用静脉

滴注方式将氯化钠以及盐酸氢钠输注到患者机体

中，减缓血流量、脱水速度；当对患者实施以上措

施后低血压依旧未得到减轻，需要停止透析操作，

并给予适量升压药。 
1.3 判断标准 
（1）对比两组患者平均脉动压与低血压发生情

况。 
（2）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包括焦虑与

抑郁，SAS 焦虑自评量表、SDS 抑郁自评量表：两

项分值均在 1-100 分，最后得分如果低于 50 分表示

无焦虑与抑郁，如果在 50 与 59 之间可判断为轻度，

如果在 60-69 分之间可判断为中度，如果在 69 以上

可判断为重度。 
（3）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医院

自制满意情况调查量表，总分 100 分，60 分以下：

不满意；60-85 分：满意；86 分及以上：十分满意，

总满意包括十分满意与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使用 t 和 x s± 表

示计量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韩焕美                                                              循证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并发低血压中的价值 

- 35 - 

2 结果 
2.1 平均脉动压与低血压 
观察组平均动脉压为（96.89±5.62）（mmHg），

低血压总发生几率为 3.03%（1/33）； 
对照组平均动脉压为（79.68±4.68）（mmHg），

低血压总发生几率为 14.28%（5/35）。 
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果：（t=13.753，P=0.001；

χ2==8.004，P=0.004），观察组整体平均脉动压、低

血压发生风险数据信息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平

均脉动压更高、低血压发生几率更低，P<0.05，有

统计学差异。 
2.2 心理状态 
观察组焦虑程度评分、抑郁程度评分分别为

（51.01±4.39、50.93±4.25）（分）； 
对照组焦虑程度评分、抑郁程度评分分别为

（60.03±6.27、59.89±6.11）（分）。 
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果：（t=6.833，P=0.001；

t=6.979，P=0.001），观察组整体心理状态评分数据

信息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降低，

P<0.05，有统计学差异。 
2.3 满意度 
观察组十分满意有 20 例（60.60%）、满意有

12 例（36.36%）、不满意有 1 例（3.03%），总满

意率为 96.96%（32/33）； 
对照组十分满意有 15 例（42.85%）、满意有

15 例（42.85%）、不满意有 5 例（14.28%），总满

意率为 85.71%（30/35）。 
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果：（χ2=6.308,P=0.012；

χ2=0.880，P=0.348；χ2=8.004，P=0.004；χ2=7.995，
P=0.004），观察组整体满意度数据信息明显比对照

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有统计学差

异。 
3 讨论 
从以往血液透析患者实际情况来看，在开展护

理工作时主要会采取常规模式进行，包括按照常规

标准严格按照无菌操作原则给予患者血液透析全过

程护理工作，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变化情况，给

予患者相应的体位指导等内容[2]。虽然有助于患者

后血液透析治疗顺利进行，但是，随着社会各方面

发展，对临床护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及时改

进并完善护理工作，保证护理质量水平，才能满足

患者护理需求，增强整体治疗效果[3]。 
随着临床护理研究不断进步与发展，多种新型

护理模式被运用到疾病护理工作中，循证护理模式

就是其中一种[4]。该种模式主要是指，护理人员综

合考虑相关科研结论、临床经验、患者具体护理需

求，并查找相关文献作为理论支持，从而制定出更

具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的护理方案[5]。与常规

护理模式相比较，循证护理模式可以将整体护理水

平提升到新高度，增强护理有效性，对患者低血压

发生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全面、深

入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降

低低血压发生风险，提升预后[6]。已有相关研究报

告证明[7-8]，将循证护理模式运用到血液透析患者

中，可以有效减少低血压对患者不良影响，提升整

体护理水平，同时还可以帮助患者调整心理状态，

减轻患者心理负担，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水平，增强

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结合文中研究结果，观察组整体平均脉动压、

低血压发生风险数据信息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

平均脉动压更高、低血压发生几率更低，P<0.05，
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整体心理状态评分数据信息

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降低，P<0.05，
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整体满意度数据信息明显比

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有统计

学差异。 
可见，在血液透析患者并发低血压中开展循证

护理工作，可帮助患者将动脉压控制在合理范围，

减少低血压发生风险，同时还能对患者心理状态产

生积极影响，为患者提供更为满意的护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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