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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率之护理专案 

陈万莉，宋倩清，徐素娟，黄雪芳，李晓莉 

广西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贵港市人民医院  广西贵港 

【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专案在降低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率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 2023 年 1 月-
9 月在我院血液透析中心行血液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在血液透析中心护理组与临床医疗组、营养科团队在循证

基础上共同推进该质量改善项目，持续分析现况，确定改善目标，进一步完善了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凝血管理

方案。结果 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率由专案改善前的 6.68%下降至改善后的 1.6%，血液透析患者体外

循环凝血发生率降低（χ2=745.626，P＜0.001）。结论 多学科合作的护理专案有效降低了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

凝血发生率的发生，提升了血液透析团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保障患者安全，降低患者经济负担，提升科室优

质护理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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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project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extracorporeal circulation coagula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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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ursing program in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blood coagulation 
dur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Patients undergoing hemodialysis in the hemodialysis 
center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The nursing group of the 
hemodialysis center, clinical medical group and nutrition department jointly promoted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continuousl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determined the improvement objectives, and further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plan of cardiopulmonary bypass coagulation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ardiopulmonary coagula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decreased from 6.68% before improvement to 1.6% after 
improvement, and the incidence of cardiopulmonary coagula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decreased (χ2=745.626, P < 
0.001). Conclusion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nursing projec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PB coagula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hemodialysis team to solve problems, ensure patient safety, 
reduce patient economic burde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partment nurs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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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终末期肾病替代疗法包括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和肾脏移植，血液透析是主要治疗手段。血液透析常

见并发症有体外循环凝血、低血压、感染、心律失常

等，其中，体外循环凝血最为常见。国外发生率为

0.7%～6.9%[1]，国内发生率为 2.3%～19.2%[2]。体外

循环凝血是指血液透析时，血液在血液透析机血泵

推动下，进入体外循环管路和透析器，发生溶质交换

后，再经体外循环管路回到患者体内，在此循环过程

中发生透析器和管路血液凝集的现象。血液透析患

者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率的计算方法[2]： 

血液透析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率（%）= 单位时间内Ⅱ级、 Ⅲ级凝血发生例数

单位时间内血液透析总例数
×100%。 

体外循环凝血分级标准[3]:0 级为无凝血且透析器仅数 条纤维凝血;Ⅰ级为透析器束状凝血且动静脉小壶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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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凝血;Ⅱ级为透析器近半数纤维出现凝血严重凝血

且动静脉小壶壁有凝血块;Ⅲ级为透析器及透析管路完

全阻塞,需更换透析器和管路或提前下机。我科于 2023
年 1 月-2023 年 9 月开展降低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凝

血发生率的护理专案活动，收到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23 年 1 月-2023 年 9 月在我院血液透析中心

行血液透析治疗的病人为研究对象。 
1.2 现况分析  
2023 年 1 月-2023 年 3 月份我院血液透析中心发

生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率情况：透析总例次 12360，透析

器凝血例次 450 次，管路凝血例次 390 次，凝血总例

次 840 次，凝血发生率 6.68%。针对血液透析患者体外

循环凝血发生率高的原因，我科护理人员运用头脑风

暴法及鱼骨图对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的原

因进行分析（见图 1）。 

 
图 1 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的原因分析 

1.3 确立问题  
针对血透患者体外凝血发生率高的问题，我院血

液透析中心护士决定根据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的原因与

预防措施制订护理专案项目。 
1.4 制定目标  
为了降低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率，确

定目标值，试图通过护理专案将我院血液透析患者体

外循环凝血发生率由改善前 6.68%，降至改善后 2.3%。 
1.5 实施护理专案  
从 2023 年 4 月开始执行护理专案预防血透患者体

外循环凝血的发生。 
1.5.1 建立无肝素透析提示卡 建立无肝素透析提

示卡，提醒责任护士要重点观察这部分病人，及时发现

透析器、动静脉壶的颜色及机器压力值的变化，使用无

肝素透析治疗不仅操作简单，还具有更高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4]。 
1.5.2 无肝素透析患者：透析前循管，透析中冲管 

无肝素透析患者随着透析的进行,每半小时要用生理盐

水对透析器及管路进行冲洗观察一次[5]，查看透析器、

管路是否出现凝血，并在护理记录单中做好记录。 

1.5.3 对疑难内瘘采用零压力穿刺法 疑难内瘘是

指不易穿刺的内瘘，主要指血管周围结缔组织过少，皮

下组织菲薄，触诊时血管易滑动；血管距皮深度>6 mm
或对近心端加压，血管不可见或稍可见；可穿刺血管长

度<10 cm；血管内径<5 mm；高位内瘘等[6]。临床上有

20%～50%的病例内瘘未达到成熟标准，此类内瘘被划

分为疑难内瘘。对疑难内瘘采用零压力穿刺法： 将内

瘘针与传感器保护罩连接，保护罩可通过气体不能通

过液体，与内瘘针连接时，内瘘针管腔处于无压力状态。

改良式零压力穿刺法提高了一次性穿刺成功率，避免

反复机械穿刺，减轻疼痛，缓解焦虑情绪；同时穿刺时

将针头向右旋转 45°，进针时皮肤受力面积较小，致

痛物质分泌少，患者疼痛感减[7]。 
1.5.4 同质化培训及考核 对全员进行理论培训及

考核：培训血透机压力值监测、体外循环凝血的观察及

处理；对血管通路护士进行分级授权管理的培训。对全

员进行操作培训及考核：透析器及管路预冲充。护士长

对护士进行透析器、管路预充操作考核，达到同质化标

准。 
1.5.5 采用改良双向回血法 传统回血方法：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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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治疗结束后，护士停泵，使用生理盐水先回动脉端

血液，开启泵转，再回静脉端血液，其弊端是：回动脉

端血液时，需要停止泵转 1 分钟，停泵时静脉端血液

停滞增加凝血的风险，尤其是无肝素透析及血液高凝

的患者。 改良双向回血法:血液透析结束后不需停泵，

使用生理盐水同时对动、静脉端进行回血。改良双向回

血法的优势：可以稀释血液，冲洗管腔内壁沉淀物，阻

止血液有形成分附着形成血栓，降低管腔形成凝块的

几率，从而降低透析器、管路凝血的发生率。 
1.5.6 改造流程：制定“四看”凝血观察流程图四

看：看透析器、动脉壶、静脉壶的颜色及透析机压力值

的变化。如出现凝血，动、静脉壶内血液颜色会加深，

透析器中出现条纹；透析机显示压力值有变化，护士对

目前的压力值，与上机时的压力值进行对比，判断是否

出现凝血。 
1.5.7 对血液透析患者进行饮食指导、请营养科医

生会诊 在透析记录本增加饮食指导和注意要点，护士

组织患者进行饮食的宣教讲课。请营养科医生对住院

的血液透析患者会诊，指导患者饮食，让患者了解可食

用的食物及每餐食用量，避免摄入过多脂肪量高的食

物，增加凝血的发生率。 
2 结果 
护理专案从 2023 年 4 月开始执行，通过本次护理

专案，进行系统培训，护士理论成绩显著提高。患者对

饮食的内容掌握情况也有了质的提高 。护理专案目标

设定值为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凝血发生率低于 2.3%， 但
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凝血发生率由护理专案实施前的

6.68%下降至改善后的 1.6%，说明护理专案的实施有

效降低了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凝血发生率（见表 1）。 
 

表 1 护理专案的实施有效降低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凝血发生率 

组别 体外凝血发生例数 透析总例数 凝血率（%） 

改善前 840 12360 6.68% 

改善后 445 27800 1.60% 

χ2   745.626 

P   ＜0.001 
 
3 讨论  
护理专案是一种提高护理质量的新思路，是针对

护理工作中某一特定问题开展有针对性、有计划的系

统研究与分析，从而达成特定目标的护理活动[8]。本

次研究旨在分析护理专案在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凝

血发生率中的应用效果。对降低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凝

血发生率进行护理干预，我科血液透析患者体外循环

凝血发生率由改善前的 6.68%下降至改善后的 1.6%，

已经达到专案目的。本次专案的亮点是：建立无肝素透

析提示卡，透析前循管、透析中冲管；对疑难内瘘采用

零压力穿刺法；对全体护士进行培训、考核；采用改良

密闭式双向回血法；制定“四看”凝血观察流程图；在

治疗记录本中增加透析病人饮食指导，请营养科医生

对血液透析住院病人会诊，有效地降低了血液透析患

者体外循环凝血的发生率，减轻患者因透析器及血透

管路凝血需重新更换透析器及管路所带来的沉重经济

负担，血液透析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显著提高，护士对自

身职业价值观荣誉感提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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