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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的价值 

宋艳静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河北廊坊 

【摘要】目的 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近 3年（2019年 1月-2022

年 2 月）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125 例，回顾临床资料。将实施临床护理路径干预的 63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

将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的 62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两组干预效果。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 SAS、SDS

评分及睡眠质量评分较干预前均有明显改善情况，观察组改善程度更显著，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并发症率明显降低，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实施临床

护理路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有确切效果，可显著降低患者焦虑、抑郁心理情绪，改善其睡眠质量，同时还能

降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临床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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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the nursing of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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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125 patients who received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in our hospital in recent 3 years (Jan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nd the clinical data were reviewed. 63 patients with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tervention 
were us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62 patients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state score (SAS, SDS), sleep quality score 
and complication rat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AS, SDS scores and sleep 
quality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has a definite effect o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It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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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对于终末期肾脏病患者主要治疗方式就是

开展维持性血液透析。血液透析的作用就是清除血液

内的代谢废物，可以维持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同时可

以清除体内过多的液体[1]。故而通过血液透析治疗以后

都可以得到纠正，从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延长患

者的生命。对于一些难治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急

救用血液透析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一般情况

下，患者是可耐受的，无明显痛苦，但血液透析患者

也可能出现晕、头痛、恶心、四肢痉挛等透析失衡综

合症症状，考虑是毒素降低过快导致。部分患者还会

因为肾脏有效循环不足等因素导致肾素升高，引起高

血压。另外患者心功能不好，或单次脱水量过多，可

能导致低血压，加重症状的严重程度。由此可知，在

长期的透析过程中，容易出现酸中毒、贫血、营养不

良、抑郁症、肌肉萎缩等合并症[1]。为获得良好的治疗

效果，本研究针对近 3 年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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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同护理干预，主要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护理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1 研究资料及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取我院近 3 年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

资料，回顾分析探讨护理效果。其中 62 例对照组患者

中（男 27 例，女 35 例）年龄在 31-86 岁（平均 58.52
±3.11 岁）；原发疾病：慢性肾炎 18 例、糖尿病肾病

16 例、高血压肾病 14 例、紫癜性肾炎 7 例、狼疮性肾

炎 4 例、乙肝性肾炎 3 例。63 例观察组患者中（男 30
例，女 33 例）年龄在 33-88 岁（平均 60.52±3.14
岁）；原发疾病：慢性肾炎 19 例、糖尿病肾病 15 例、

高血压肾病 14 例、紫癜性肾炎 7 例、狼疮性肾炎 5 例、

乙肝性肾炎 3 例。上述病例资料比较均衡性良好

(P>0.05) ，有可比性。 
1.2 方法 
治疗期间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而观察组则

在采取临床护理路径干预，首先设立由护士长、主管

医生及责任护士以及助理护士组成临床护理路径小组，

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患者应该的相关知识、并结合

相应临床经验，制定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护理

路径。具体措施如下： 
①为稳定患者情绪，消除患者对陌生环境的不安

感，我们在患者入院后，向其介绍住院环境、住院须

知、主管医生、护士等，为其安排责任护士，发放健

康教育路径表，促使患者及其家属明确相关检查方法、

目的及配合要点，并指导患者合理用药。向其介绍血

液透析室环境，向他们详细讲解解血液透析的原理、

方法、目的以及透析机的安全性，让他们有足够的心

理准备，安心接受治疗。 
②上机前，护士通过沟通，全面了解患者的心理

变化，并在交谈中评估其心理状态，对伴有不良心理

反应的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我们在心理疏导过

程中，首先介绍血液透析中的注意事项以及可能出现

的并发症，告知处理措施，从而缓解负性心理应激，

其次透析期间药物的使用及饮食配合，提高健康保健

知识能力，使其正视疾病，树立治疗疾病的信心和毅

力，最后告知透析过程中会有护士巡视，并说明若在

透析期间出现意外，我们也有相应的应急方案，让患

者能安心接受治疗。 
③透析通路建立时，保持平卧位，穿刺侧的手臂

外展，护士迅速穿刺。为更好改善透析充分性，提高

睡眠质量，我们依据患者耐受情况和实际病情增加透

析频率，使用高效、高通量透析器透析。 
下机前，向其讲解动静脉穿刺针拔出后正确的压

迫方法。重点检查动静脉置管及内瘘是否通畅，内痿

有无渗血。询问患者有无不良症状，穿刺部位有无肿

胀、疼痛。 
④待患者出院时，应给予出院指导。嘱其适当体

育锻炼，鼓励患者参与文娱活动，回归社会。告知出

院后所带药品的用法、用量以及药品的作用等,强调遵

医嘱用药的重要性，提高用药依从性。指导患者合理

膳食、皮肤护理，鼓励患者家属参与护理活动中。嘱

其按时来院诊复查，以便医师了解病情进展状况，调

整治疗方案，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 
1.3 统计学方法 
用统计学软件（SPSS23.0 版本）分析数据，t 检验

计量资料，表示为 ±s，ꭓ2检验计数资料，表示为%，

若 P<0.05，则有统计学意义。 
1.4 观察指标 
心理状态评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

评量表（SDS）进行评分，以 50 分为临界值，分值越

高，患者焦虑、抑郁程度越严重。 
睡眠质量评分：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1]进行评分，按 0-3 等级计分，总分为 0-2l
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并发症率：包括透析失衡综合征、皮肤感染、血

栓、出血、动脉瘤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干预前，观察组 SAS 评分

（57.26±3.45），SDS 评分（59.46±3.14）；对照组 SAS
评分（57.69±3.46），SDS 评分（59.58±3.12）。其

中 t 值=0.696、0.214，P 值=0.488、0.831。可知，观察

组、对照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较高，且组间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SAS 评分（22.64±1.35），

SDS 评分（24.59±1.78）；对照组 SAS 评分（35.56±
4.25），SDS 评分（36.78±3.19）。其中 t 值=22.981、
26.437，P 值均=0.001，可知，观察组、对照组 SAS、
SDS 评分较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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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干预前，观察组睡眠质量

（17.46±3.11）分，对照组睡眠质量（17.52±3.24）
分。其中 t 值=10.106，P 值=0.916。可知，观察组睡眠

质量较差，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睡眠质量（7.52±3.10）分，

对照组睡眠质量（10.16±2.57）分。其中 t 值=5.179，
P 值=0.001。可知，观察组、对照组睡眠质量较干预前

均有明显改善，观察组改善程度更显著，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率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发生失衡综合征 1 例、

皮肤感染 1 例、出血 1 例，并发症率 4.76%；对照组

发生失衡综合征 3 例、皮肤感染 4 例、血栓 2 例、出

血 3 例、动脉瘤 1 例，并发症率 20.97%。其中ꭓ2 值

=9.138，P 值=0.003。可知，观察组并发症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血液透析的作用主要为清除体内毒素，维持水电

解质以及酸碱平衡。当然，不同病情，血液透析目的

亦存在差别。比如，急性肾损伤患者进行血液透析目

的为清除致病因素，为整个肾脏功能恢复及患者治疗

争取时间；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无法口服药物治疗，

需要利用血液透析为患者生活提供保障，延长生存期；

对于药物中毒患者，血液透析的目的主要为清除毒素，

防止毒素继续危害身体，促进康复起较大作用。随着

透析技术的发展，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显著增加，关

于这方面的各类研究也明显增多。在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护理中进行合理的护理干预对改善病情，提高生

活质量意义重大[1]。 
本研究通过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组建临床护理路

径小组，根据患者不同疾病发生、发展情况，制定个

体化的临床护理计划，并从患者入院开始到出院后进

行一系列护理评估，制定全面的护理模式和具体方案。

就患者本身而言，MHD 患者合并疾病较多，加之贫血，

营养不良和免疫功能低下等原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与患者的脂代谢紊乱、微炎

性反应状态、心血管疾病发生相关。大中分子毒素刺

激、相对分子质量> 500 的中大分子不易被血液透析清

除，诱发氧化应激反应，损伤内皮细胞，促进动脉粥

样硬化进展。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将患者所有疾病及

相关症状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有预见性的预防疾病进

一步进展。首先让患者对自身疾病有充分的了解，掌

握一定的健康保健知识，引导患者正视疾病，积极配

合治疗。同时指导患者正确的自我管理方法，鼓励家

属参与护理活动中，能够改善患者病情，减轻负性心

理情绪。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经过临床护理路径干预

后，患者心理状态、睡眠质量均有显著改善，且患者

并发症率明显降低、满意度明显提高，P<0.05，充分

说明该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患者睡眠，缓解心理应激，

有利于护患关系的和谐发展，保证临床护理工作顺利

进行。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路径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中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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