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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净化中心信息化管理的临床应用探讨 

李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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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血液净化中心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中信息化建设管理下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 50 例血液透析患者，分析实施信息化管理前后医护人员工作效率、血液透析质量、并发症。结果 ①
管理后医生分诊用时、护士上机前准备用时、治疗前评估用时、数据收集用时、数据统计分析与形成报表用时均

低于管理前（P<0.05）；②管理后血红蛋白、血磷、白蛋白达标例数均高于管理前（P<0.05）；③管理后并发症

发生率 12.00%低于对管理前 62.00%（P<0.05）。结论 信息化管理将工作效率显著提升，改善患者病情，降低并

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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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under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ra. Methods 50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ou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rom Febr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50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work efficiency, hemodialysis 
quality and complications of medical staff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① Work quality of medical staff. 
The time of triage and evaluation after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② The number of cases of hemoglobin, blood phosphorus and albumin reaching the standar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③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2.00%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2.00%, P<0.05). Conclus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improv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reduce complications. 

【Keywords】Work quality; Blood Purification Centre; complication; Big data era;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work 
efficiency 
 

对于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来说，血液透析已经

成为重要的肾脏替代治疗方法，血液透析从业人员在

透析人数的持续增加下需要承受的工作压力也是日益

增大。血液透析治疗为终身治疗，长达数十年的治疗

病案，数据量之巨，管理难度之大是所有血液净化中

心面临的共同困难[1]。特别于对于综合性三甲医院，病

人周转快，新病人多，排班、医疗、护理、收费都需

要花费较多时间。另外传统模式下，医院只可以管理

患者单次入院的治疗，并不能全程对多次入院的相同

患者实施管理[2]。数据时代的到来，为血液净化工作的

管理带来了便利。血液净化中心建立专门的信息管理

系统，可以对血液透析患者实现连续性管理，提升临

床疗效[3]，可以缓解医护人员工作压力、提升工作效率、

确保医疗护理质量。本中心对血液透析患者实施了信

息化管理，获得良好效果，现汇报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50 例血液透析患者（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作为研究对象，男 26 例，女 24 例，平均年龄（38.16
±0.21）岁。 

1.2 方法 
观察组实施的信息化管理措施包括：①建立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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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对实施血液透析的患者创建电子病历，详细记

录患者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透析方案、检查检验、

医嘱用药、监测护理、透析小结等。在信息化管理中

纳入电子病历，患者可以自带纸质病历一份。②排班

功能。建立一周排班模板，快速对透析中心 300 余名

血液透析患者进行一键排班，避免漏排错排。同时实

现透析患者固定床位、固定机器、固定护理人员。③

评估功能。护理人员每次透析前评估患者的自理能力、

生命体征，用药情况、两便情况、睡眠状态、出血倾

向、血管通路等。每 3-6 个月评估患者的检查检验、

透析充分性、钙磷代谢、营养情况等，为医生调整透

析方案提供依据。④监测功能。护理人员对每次透析

过程进行严密监测，包括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血管

通路情况、脱水情况、机器运转情况、有无低血压、

低血糖等透析中急性并发症的发生以及护理措施，护

理评价情况。⑤管理功能。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自动申

领透析耗材，包括透析器、透析管路、穿刺针、护理

包、各种敷料等，自动扣减透析耗材完成出入库管理。

通过医生开立药物医嘱，护士核对、申领、执行做好

药物管理。 
1.3 观察指标 
医护人员工作效率：医生分诊用时、护士上机前

准备用时、治疗前评估用时、数据收集用时、数据统

计分析与形成报表用时。 
血液透析质量：血红蛋白、白蛋白、血磷、全段

甲状腺旁激素、尿素清除指数。 
并发症：高血压。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计数资料用（%）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行 t 检验，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医护人员工作效率对比 
两组医护人员工作效率中组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医护人员工作效率对比较 [（x±s），min] 

时间 例数 医生分诊用时 护士上机前准备用时 护士治疗前评估用时 护士数据采集用时 数据统计分析与形成报表用时 

管理前 50 28.19±1.44 9.21±0.51 5.41±0.86 2.79±0.69 4.31±0.97 

管理后 50 0.50±0.02 0.71±0.11 3.11±0.41 0.69±0.20 2.78±0.51 

t 值  5.412 6.302 5.201 6.325 5.3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血液透析质量有关指标达标情况对

比 
除全段甲状腺旁激素外，两组患者血液透析质量

其他有关指标组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组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3.1 提高血液净化中心的工作效率 
血液透析患者治疗周期长，临床资料积累多，资

料保管难度大，不仅易发生数据丢失，而且查阅起来

也费时费力。采用信息化管理后，登陆系统查询患者

的电子病历就找到有关患者的全部资料，方便快捷。

特别对于多次入院的患者，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准

确搜索到既往医疗护理记录，为临床采取有针对性的

治疗护理提供依据。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自动实现排班、

耗材管理、药物管理[4]、计费，达到有序化管理，节约

人力成本，避免差错，减轻工作人员的压力[5]。 
3.2 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 
实施信息化管理可以帮助护士全面且系统地观察

和记录透析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病情改变[6]。治疗期

间，医生可以获得更多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全面评

估患者，优化透析方案，调整透析用药，提升透析效

果，降低近期与远期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回归社

会[7]。 
3.3 提升护理管理质量 
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护士可以绘制患者体重增

长、血压变化、透析前后检验指标的曲线图，帮助护

士清楚了解患者自我管理情况，透析是否充分，营养

运动情况[8]等，动态评估患者血管通路情况[9]，预见患

者的护理问题，有针对性实施护理措施以及教育教育，

疫情期间做好常规防控和应急处理[10]，保证透析质量，

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3.4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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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协助下可以全面地反应患者

的每个方面，所以可以明显的将患者同患者之间细小

的差别体现出来[11]。医生可以通过患者间的区别而优

化和调整透析方案，护士可以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护

理、饮食指导[12]和健康教育，不但可以提升疗效，并

且可以使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的专业和负责，从而提

高患者满意度[13]。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接受了信息化管理，通

过分析研究结果可知，观察组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并发症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体

现了血液净化信息管理系统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通过

抓取关键数据和动态变化，医护人员可以掌握患者细

微的病情变化，及时优化调整治疗和护理计划，显著

提升治疗效果，研究证明观察组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

对照组。 
总而言之，在血液净化患者中使用信息管理系统

可以显著减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提升工作效率，并

且也可以将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显著提升，使并发症的

发生率显著降低[14]。并且该系统可以将患者的治疗数

据、系统评估、病情变化及相关医疗护理措施都记录

下来，为临床决策提供更强有力的依据，对于控制临

床相关指标也更有效，治疗效果更理想，价值较高，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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