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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对血液净化过程中低血压的作用分析 

金 琳 

兴化市人民医院  江苏兴化 

【摘要】目的 探讨血液净化过程中实施预见性护理对患者低血压对的作用。方法 纳入 2023 年 9 月到 2024
年 9 月内于我院行血液净化的患者 88 例，按照护理方式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观察组（预见性护理）各 44
例，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显著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对护理的总满意度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临床中对血液净化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能够显著减少患者低血

压等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提高其依从性，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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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predictive nursing during blood purification on patients 
with hypotension. Methods 88 patients who underwent blood purific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3 to 
September 2024 were included and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nticipatory 
nursing) with 4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nursing methods.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ith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Proactive nursing for blood purification pati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such as hypotension, while improving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nursing care, and has high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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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净化，作为现代医学的一种重要治疗手段，对

于尿毒症等肾功能衰竭的晚期患者来说，具有无可替

代的价值。然而在治疗过程中，低血压作为一种常见的

并发症，常常困扰着患者和医护人员。低血压在血液净

化过程中的发生，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超滤速度过快、

设定的干体重过低、透析机超滤故障、透析液钠浓度偏

低等容量相关性因素，都可能成为诱因[1]。同时血管收

缩功能障碍、心脏因素以及其他少见原因，如出血、溶

血等，也可能导致低血压的发生。低血压的出现不仅会

影响透析治疗的顺利进行，更可能威胁到患者的生命

安全[2]。预见性护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强调

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预测和预防，能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3]。在血液净化过程中，预见性护理的

应用具有显著的意义。本研究中即分析了血液净化过

程中使用预见性护理对患者低血压的作用，具体报道

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纳入 2023 年 9 月到 2024 年 9 月内于我院行血液

净化的患者 88 例，按照护理方式分为对照组（常规护

理）和观察组（预见性护理）各 44 例。对照组男性 26
例，女性 18 例；年龄 31~71 岁，平均（53.52±2.52）
岁；病程 12~21 个月，平均（16.74±3.07）个月；疾病

类型含慢性肾病 12 例，糖尿病肾病 14 例，高血压肾

病 18 例。 
观察组男性 25 例，女性 19 例；年龄 29~7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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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52.98±2.27）岁；病程 12~20 个月，平均（16.26
±2.94）个月；疾病类型含慢性肾病 11 例，糖尿病肾

病 15 例，高血压肾病 18 例。两组患者性别占比、病

程、疾病类型等差异经分析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5）。研究纳入患者均知情并为自愿参与，我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也知情同意研究开展。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即按照护理常规方案进行

血液净化相关护理。 
观察组使用预见性护理干预： 
①制定个性护理方案：针对血液净化过程中可能

出现低血压的患者，护士应全面评估患者的病情、身体

状况以及心理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方案包括

预防低血压的具体措施、应急预案以及患者的日常护

理要点，确保护理过程既符合医学要求又符合患者的

个性化需求。 
②加强患者心理辅导：低血压症状的出现往往会

使患者感到恐惧和焦虑，影响其治疗配合度和生活质

量。因此护士应加强对患者的心理辅导，主动与患者沟

通，了解其心理变化，并提供相应的心理支持和安慰。

同时向患者普及低血压的相关知识，使其了解低血压

的成因、预防措施以及应急处理办法，增强患者的自我

护理能力。 
③询问患者服药饮食情况：护士详细询问患者的

服药和饮食情况，特别是降压药的种类、剂量和服用时

间。对于需要调整药物用量的患者，及时与医生沟通，

协助医生制定合适的药物调整方案。同时指导患者合

理饮食，避免进食过饱或饥饿状态下进行血液净化治

疗，以减少低血压的发生。 
④严格控制透析间期体重：透严格控制患者的体

重增长，指导患者合理控制饮水量和饮食摄入，避免过

度摄入水分和盐分。同时，加强透析前后的体重监测，

确保透析过程中的体重变化在合理范围内。 
⑤及时处理低血压症状：在血液净化过程中，一旦

出现低血压症状，护士应立即停止超滤或减慢超滤速

度，并快速给予患者生理盐水或高渗盐水等补充血容

量。同时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和护理措施，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 
⑥调整降压药用量和时间：对于需要服用降压药

的患者，护士应根据患者的血压情况和药物反应，协助

医生调整降压药的用量和服用时间。避免在血液净化

治疗期间服用降压药物，以防止低血压的发生。对于已

经出现低血压症状的患者，应暂时停用或减量使用降

压药，并密切监测血压变化。 
⑦监测患者病情变化：在血液净化过程中，护士应

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特别是血压、心率等生命体

征的变化。对于血压波动较大的患者，应增加监测频率，

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低血压等异常情况。同时，加强与

其他医护人员的沟通协作，共同制定并执行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期间出现的头痛、低血压

和失衡综合征等不良反应发生总率。 
（2）对比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主要包含满

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对比两组间患者护理总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统计学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学的数据处理，

研究中数据均表示为百分比，均为计数资料，其检验方

式为卡方，以 P＜0.05 为组间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良反应对比 
通过分析显示，观察组患者头痛、低血压和失衡综

合征等不良反应发生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 
通过分析显示，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总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2。 

表 1  对照组和观察组不良反应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头痛 低血压 失衡综合征 总发生率 

对照组 44 3（6.82%） 4（9.09%） 6（13.64%） 13（29.55%） 

观察组 44 1（2.27%） 0（0.00%） 2（4.55%） 3（6.82%） 

χ2 - 1.048 4.191 2.200 7.639 

P - 0.306 0.041 0.138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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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照组和观察组满意度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4 25（56.82%） 10（22.72%） 9（20.45%） 35（79.55%） 

观察组 44 31（70.46%） 11（25.00%） 2（4.54%） 42（95.45%） 

χ2 - 1.768 0.063 5.091 5.091 

P - 0.184 0.803 0.024 0.024 

 
3 讨论 
血液净化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用于清除体内

的有害物质，改善患者的生理状态。然而，低血压是血

液净化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率高达百分

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4]。低血压的发生不仅会影响血

液净化的效果，导致净化不充分，还可能引发心绞痛、

心律失常等严重后果，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

此需要有效预防和控制低血压的发生。预见性护理作

为一种前瞻性的护理模式，通过提前识别并预防潜在

的健康问题，可以有效降低低血压的发生率，提高血液

净化的安全性[5]。 
预见性护理核心思想在于，护理人员通过运用护

理程序，对患者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和判断，提前预知

存在的护理风险，从而采取及时、有效的护理措施，以

避免护理并发症的发生[6]。对于血液净化过程中的低血

压患者而言，预见性护理的实施显得尤为重要。预见性

护理强调对患者的全面评估。护理人员通过对患者的

身心状况、病情严重程度、血液净化方案等因素进行综

合分析，能够提前识别出低血压的风险因素，从而制定

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这有助于在低血压发生之前，采取

有效的预防措施，减少低血压的发生率[7]。预见性护理

也注重护理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一旦患者出现低

血压的征兆，护理人员能够迅速作出反应，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如调整血液净化参数、

补充血容量等。这种及时有效的护理措施能够迅速纠

正低血压状态，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
[8]。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在血液净化低血压患者中

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优势，能够显著减少患者低血压等

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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