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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标准操作规程（SOP）应用于血液净化中心护理管理中的有效性

王 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标准操作规程（SOP）应用于血液净化中心护理管理中的有效性。方法 研究着

手时间与终止时间分别为 2021年 6月和 2021年 6月，将 2021年 6月-2021年 12月这段时间内血液净化中

心接受常规护理管理模式的患者作为本次探讨对象的对照组共 40例，并抽取 2022年 1月-2022年 6月这段

时间内血液净化中心接受标准操作规程（SOP）护理管理模式的患者作为本次探讨对象的观察组共 40例，

对最终的成效结果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与分析。结果 患者接受治疗过程中各项护理工作质量水平均更高的

一个组别为观察组（P＜0.05）。最终所拥有的满意度相对更高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P＜0.05）。结论 通

过在血液净化中心所开展的护理管理工作之中，使用 SOP 护理管理模式对患者施以相应的干预工作，能够

让护理人员所提供的各项管理工作质量水平的得到有效的提升，患者对于医护人员的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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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Jun Wang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 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Methods The starting time and ending time of the study were
June 2021 and June 2021 respectively. The patients who accepted the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in th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from June 2021 to December 2021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of this study, and the
patients who accepted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in th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from January 2022 to June 2022 were take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this study,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final result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higher level of nursing quality during the treatment (P<0.05).
The final group with higher satisfaction w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rough the use of SOP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work carried out in th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the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work for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arious management work
provided by nurse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medical staff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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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HD）是临床上针对于出现慢性肾病

的患者所常规使用的一种治疗方式，随着该治疗手

段的不断发展，在临床上对于疾病治疗的范围不断

扩大，在此基础上，现阶段临床上在血液净化中心

所出现的管理问题较多，为了能够让相关问题得到

良好的改善，是临床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1-2]。在本

次研究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标准操作规程（SOP）
作用下在血液净化中心开展相应的护理管理工作，

对最终的成效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着手时间与终止时间分别为 2021年 6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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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将 2021 年 6 月-2021 年 12 月这段时

间内血液净化中心接受常规护理管理模式的患者作

为本次探讨对象的对照组共 40例，并抽取 2022年
1月-2022年 6月这段时间内血液净化中心接受标准

操作规程（SOP）护理管理模式的患者作为本次探

讨对象的观察组共 40 例；对照组中存在男 21 例，

女 19 例，年龄最低至 37 岁，最高至 67 岁，均值

（51.25±6.25）岁；观察组中存在男 20例，女 20例，

年龄最低至 38岁，最高至 66岁，均值（51.64±6.34）
岁；使患者的基线资料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不具

备差异性（P＞0.05）。

1.2方法

1.2.1对照组

被规划为对照组的患者，对其主要是通过常规

护理管理模式开展相应的干预工作。

1.2.2观察组

被规划为观察组的患者，对其主要是通过 SOP
护理管理模式开展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其所涉及

到的具体干预工作内容如下：（1）健全制度：需要

根据 SOP相关规定，将我院血液净化中心的各项管

理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其中就涉及到对检修制度、

设备运行制度、HD 常见风险应急预案以及三查七

对制度等情况。（2）环境管理：医院需要将血液净

化中心实施相应区域的划分，需要将卫生间、更衣

室、生活区域以及医护人员的办公室等区域等进行

更为详细的区分，从而让医护人员能够拥有更高的

工作效率，能够让患者在接受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减

少出现交叉感染的风险性与可能性。（3）医护人员

管理：针对于临床工作的医护人员而言，其需要不

断对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进行提升，医院需要为相

应工作人员开展实践技能以及专业知识的培训工作，

让医护人员能够拥有更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使得护

理人员的工作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同时需要让医

护人员为患者开展定期的健康知识卫生讲座，让其

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到血液传播疾病以及医院感染

等相关方面的内容，让患者以及医护人员拥有更高

的防范意识。（4）患者管理：针对于接受血液透析

治疗的患者以及家属来说，需要护理人员对患者通

过面对面的方式开展更加有效的健康宣教工作，让

患者能够减轻因为疾病出现而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情

绪，让患者能够更好的配合临床工作的开展。同时

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做好输血常规检查工作，避免

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收到梅毒、丙肝、乙肝以

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等一系列疾病的感染情况。

（5）完善血透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计算机系统的作

用下建立更加全面的血透患者信息管理流程，在使

用一键叫号的功能作用下让患者排队的时间得到有

效缩短，同时能够通过该系统实时的对患者接受透

析治疗的这段时间内的相关指标情况进行密切的观

察，让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得到了减轻。

1.3观察指标

（1）护理质量：针对于各项护理管理工作的质

量水平进行相应的评分，其中主要通过模糊综合评

分法的作用下进行调查，其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有环

境管理、等候时间以及服务态度情况，总分值为 100
分，分值越高则表明护理管理工作质量越理想。

（2）满意度：满意度分级为非常满意、满意以

及不满意，相应级层数值确定是通过我院根据实际

临床情况所规划出的调查量表，而该量表的总分值

设定为百分制，按照上述的级层划分其所对应的分

数值范围为 85-100分、60-84 分以及 0-59分。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分析，计量资料以（χ±s）表示，

经 t检验，计数资料经χ2检验，以（%）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

由表 1 结果所示，患者接受治疗过程中各项护

理工作质量水平均更高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P＜
0.05）。

2.2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

由表 2 结果所示，最终所拥有的满意度相对更

高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P＜0.05）。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χ±s，分）

组别 例数 环境管理 等候时间 服务态度

观察组 40 85.76±7.25 87.25±6.36 82.36±6.25

对照组 40 74.21±5.61 66.21±6.64 73.64±5.32

t 7.968 14.472 6.767

P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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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0 22（55.00） 16（40.00） 2（5.00） 38（95.00）

对照组 40 17（42.50） 12（30.00） 11（27.50） 29（72.50）

χ2 7.439

P 0.006

3 讨论

临床所开展的血液透析治疗技术随着医疗科技

的进步得到了不断的完善，患者对于实施该项临床

治疗的认知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该项治疗

逐渐成维持患者生命体征转变为保证患者生活质量，

这也就需要血液净化中心所拥有的管理工作水平要

不断得到提升[3]。

传统管理模式下在血液净化中心所开展的疾病

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医源性传染、排

队时间过长、对疾病治疗区域划分不准确以及流程

设计不合理等情况，从而导致血液透析治疗在临床

上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应用[4]。基于此情况下，本次

研究过程中，通过使用 SOP护理管理模式作用下，

让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所拥有了更加合理的管理制度，

对患者的管理工作更加准确[5]。将血液透析治疗的

信息数据不断完善，使得患者在接受血透治疗的过

程之中拥有更高的护理管理质量水平，让患者所接

受到的治疗安全性更高[6]。同时在该护理管理模式

作用下，让患者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治疗，

减少了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出现不良事件的概

率，这是因为 SOP 护理管理模式让临床工作的区域

进行了细分，从而使得工作人员的效率得到了提升，

也就让患者能够尽快接受到对应的治疗[7]。患者在

该模式作用下，对于临床各医护人员的服务满意度

更高，能够更好的完成临床治疗工作，从而获得更

好的临床成效[8]。

综上所述，通过在血液净化中心所开展的护理

管理工作之中，使用 SOP护理管理模式对患者施以

相应的干预工作，能够让护理人员所提供的各项管

理工作质量水平的得到有效的提升，患者对于医护

人员的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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