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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血液透析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宋 丹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十堰 

【摘要】目的 风险管理在血液透析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间，入我院进

行血液透析治疗患者 100 例为受试对象，经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组均 50 例，对照组实施

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风险管理，遂比较两组病患不同护理干预下出现不良事件发生率概率和患者满意度。结果 
通过数据对比，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满意度（98%）显著高于对照组（90%），数据

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在血液透析护理管理期间为患者实施风险管理干预，可有效预防和减

少不良事件发生，确保患者治疗安全，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有着较高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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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in hemodialysis car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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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Applic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hemodialysis. Methods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100 patients for the subject, the random table method, divided patients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50 cases, control group routine care, observation group take risk management, compare 
the probability of adverse event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under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mpariso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90%). The data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By implementing risk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during hemodialysis care management, i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ensure the 
treatment safety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patient care satisfaction, which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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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末期肾病临床医治期间，医护人员多施以血

液透析作进行干预，该方法作为通过半透膜原理将病

患机体毒性物质、代谢物等排体，从而有效抑制患者病

症进展，提高患者生存能力[1]。不过该医治方法对于医

护人员操作能力需求较强、应用路径较为复杂，实施过

程中伴有一定安全隐患，在医治期间任一时段出现疏

漏或操作不当极易造成风险事故，影响最终医治效果，

危及病患生存能力，并激发医患矛盾，易对医院整体形

象造成影响[2]。故需在血液透析患者临床管护期间为其

实施风险管理。故本文选取入我院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患者 100 例为受试对象，为其实施风险管理干预，以

期明确应用效果，现作以如下报告。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间，入我院进行血

液透析治疗患者 100 例为受试对象，经随机数表法将

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组均 50 例， 
其中对照组男性、女性病患均 25 例，年龄区间

45~65（均值 55.78±0.25）岁，致患时长 3~6（均值 5.18
±0.24）y，致患分型：糖尿病肾病 11 例、先天性多囊

肾 9 例、慢性肾衰 15 例、急性肾损伤 9 例、高钾血症

6 例。 
对照组男性 24 例、女性 26 例，年龄区间 45~65

（均值 55.81±0.26）岁，致患时长 3~6（均值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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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y，致患分型：糖尿病肾病 11 例、先天性多囊肾

9 例、慢性肾衰 15 例、急性肾损伤 7 例、高钾血症 8
例。受试对象临床资料对比无差异，P＞0.05。 

纳入标准：（1）透析时长持续 3 m 以上者；（2）
生存预期维持 3 m 以上者；（3）受试对象均已明确本

次研究内容，并于同意书上签字。排除标准：（1）伴

构音、认知障碍者；（2）合并恶性肿瘤、多器官功能

衰竭者；（3）凝血功能障碍、依从性不佳者。 
1.2 方法 
对照组医护人员为患者实施常规护理管理，其方

法为：检测患者用药剂量，记录病患血压和心率状态，

确保患者维持平稳体征，观察患者呼吸状态，问询呼吸

感受，并于透析期间进行无菌管理，时刻关注患者体征

变化、记录面色转换表现，并结合患者生理需求、异常

指标施以必要体位护理；透析后监测患者后续体征状

态，同时针对静脉穿刺手术患者施以正确手术压迫、止

血[3]。 
观察组医护人员采取风险管理护理管理。 
首先进行风险分析。全面分析评估患者病症现状、

进展程度以及治疗情况，总结标注患者异常状态，将可

能产生的各类风险及主（客）观因素相结合做以初步规

划，并将规划内容同患者、其家属分享，辅以耐心解读，

叮嘱其做以多项信息跟进，安慰鼓舞患者积极配合治

疗，提高遵医救护能力。且针对潜在风险拟制合理性应

对措施，慰藉患者无需过度担心，保持良好心绪，若透

析期间出现异常，医务人员即刻进行对症处理[4]。 
其次实施风险教育。安排透析室内医护人员分批

次进行专题培训，增强风险管控意识，强化专业技能应

用，深化护理服务内涵，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妥善规避

日常管护期间护理人员个人差错所造成的不必要风险，

确保其护师群体岗位责任意识提高，保证一次性穿刺

动静脉成功率，避免因多次穿刺给患者机体造成严重

损伤，影响患者护理依从性。 
在风险管控期间。透析室医护人员需结合患者病

情进展状态和现阶段表现做以综合分析，并科学拟制

个性化应急预案，充分保证风险管控应急预案科学性、

合理性；且应做好患者血透期间突发停电、设备故障等

应急处置能力，模拟各项意外事件解决路径，从而提高

预案可操作性、实用性、适应性[5-6]。 
透析监测过程中，加固妥善患者穿刺位，血透期间

按时观察患者透析状态， 及时处理患者出现的导管移

位问题，多频次开展透析室巡护工作，明确患者是否出

现盗汗、抽搐等不适体征，及时向主治医师报告相关情

况，确保患者异常情况得到妥善处理，避免发生严重并

发症。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1）不良事件发生率 
统计受试对象经不同护理干预下，出现非计划性

拔管、导管性感染、内瘘堵塞、透析失衡综合征等不良

事件发生概率，并进行数据对比。 
（2）观察患者的满意度 
采用我院自拟满意度评估量表对组间护理管理满

意程度进行评测，总计分值为 100 分，量表分为 3 等

级，其中≥85 分为满意，84~60 分即基本满意，＜60
分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的实验数据采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其进

行分析处理，组间横向分析与组内纵向分析，分别采用

t 检验法及一般线性模型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法，计量

数据以（ x s± ）表示，当 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经数据统计，观察组病患出现不良事件发生率

（8%）显著低于对照组（24%），P＜0.05。 
2.2 组间满意度对比对比 
经数据统计可知，观察组满意人数 20 例，基本满

意 29 例，不满意 1 例，满意度（98%）；对照组满意

人数 20 例，基本满意 20 例，不满意 10 例，满意度

（40%），（χ2=8.273；P=0.004），数据对比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 

表 1  组间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非计划性拔管 非计划性拔管 内瘘堵塞 透析失衡综合征 发生率 

观察组（n=50） 1（2%） 1（2%） 1（2%） 1（2%） 4（8%） 

对照组（n=50） 3（6%） 3（6%） 3（6%） 3（6%） 12（24%） 

χ2     4.761 

P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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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作为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之一，即

指患者需经血透治疗或腹膜透析来维持、延长患者生

存能力的过渡性方法，多应用于终末期肾病患者临床

医治中。在实施血液透析过程中，医护人员通过应用带

有透析器的体外循环装置，将血液同透析液藉透析膜

进行水、溶质交换，确保患者血液中水、尿毒症毒素等

物质进入透析液可得到有效清除，与此同时将透析液

内碱基、钙等物质注进血液中，起到清除水、尿毒症毒

素的效果，从而维持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7]。 
在患者进行血透医治期间，多数病患因自身抵抗

能力较差，存在免疫功能障碍，易在医治期间产生病毒、

细菌感染，并于（远）近期产生诸多并发症，加重病症

状态。为此在治疗过程中，需提高患者血透治疗安全性

及时效性，故可采取必要的风险管理干预。在临床管护

期间，常规护理工作内容主要围绕工作开展阶段的风

险，却对于管理路径、实施期间潜在风险未进行有效评

测分析，该护理模式仅能够针对已处于危险期患者进

行干预，为此预防效果不佳[8]。 
部分学者认为采取风险管理干预可有效降低临床

风险。临床实施风险管理，需结合必要的血透管理及预

案规划，进而有序执行护理任务，从而提高透析室护理

人员工作效益，明确自身职能所在。该方法可有效规避

因医护人员不当操作所形成的风险隐患，提高医护人

员专业素质，强化临床护理能力，确保患者能够处于安

全、有序护理工作环境下得到科学治疗。同时该方法也

能够使医务人员职能定位、风险认知得到提高，在病患

血透期间，经严谨、科学管护工作，可及时发现潜在风

险，查摆安全隐患，及时拟制应急预案。风险护理[9-10]。 
作为以医疗安全为导向的医疗专业管理活动，通

过实施该护理模式，可进一步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与

自身权益，促进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和责任感。

同时也可有效降低医疗机构患者受伤、死亡风险，提高

患者满意度。通过此次研究可知，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通过将风险管理应用于血液透析治疗

患者临床管护中，可显著降低患者出现不良风险概率，

有着较高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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