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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护理模式在血液净化中心透析患者中的应用

廖明莉，方 梁，刘海梅

柳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柳州

【摘要】目的 研究个体化护理模式在血液净化中心透析患者中的临床应用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2
年 6月至 7月在柳州市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患者 54例，随机分为对照组（27例）与实

践组（27例），对照组为常规护理模式，实践组为个体化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健康

知识掌握及自我管理情况。结果 实践组护理满意度为 92.59%（25/27）高于对照组的 66.67%（25/27）
（p<0.05）；实践组并发症总发生率（7.41%）低于对照组（29.63%）（p<0.05）；护理后实践组收缩压、

舒张压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实践组各项治疗依从性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护理后实践组各

项健康知识掌握水平与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个体化护理模式应用于血液透析

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可显著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有效改善其生活质量，并促使其积极配合治疗，降

低并发症，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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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mode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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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mode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Methods From June to July 2022, 54 patients who received hemodialysis
treatment in th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of Liuzhou People's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27 cases) and practice group (27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a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and the practice
group was a personalized nursing mode. Nursing satisfaction, complications, health knowledge and
self-manage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92.59% (25/27)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practice group was higher than 66.67% (25/27)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practice group (7.41%)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29.63%) (p<0.05); After nursing,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the practic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practic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nursing, the
mastery level of health knowledge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n practice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mode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e their active cooperation in treatment, reduce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Key words】 individualized nursing mod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re; Hemodialysis

血液透析是通过将患者自身血液引流至体外使

用血液透析装置利用弥散、超滤、吸附、对流机理

进行物质交换，清除血液中的代谢废物、保持血液

中电解质与酸碱平衡，代替患者肾脏代谢功能[1]，

帮助其脱离危险。一般而言，除了应对酒精中毒等

急性血液问题外，血液透析是治疗肾功能衰竭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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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机能缺陷患者的主要手段，可以缓解患者病情，

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给后续治疗提供更多可能。

但是血液透析的治疗方式患者的治疗周期较长，还

存在其他疾病并发风险。患者自身不仅要承受治疗

过程中身体上的痛苦，还受到极大心理压力下的精

神折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容易产生较大的负面

情绪，对后续治疗产生抵抗心理，增大治疗难度，

从而进一步降低身体健康水平，生活质量同步下降，

陷入恶性循环中。面对这种情况，医院内部的常规

护理方式多注重对于患者病症本身的护理，形式较

为单一，并不适合血液透析患者的医疗情况，起到

的护理帮助极为有限。这时候，面对血液透析患者

需要个性化护理模式针对其实际情况进行精神护理，

多从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帮助患者改善心理状态，

提升生活治疗。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择 54例来自柳州市人民医院血液净

化中心在 2022年 6月至 7月收治的 54名需要接受

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作为参考病例，之后通过随机

分组的方式将 54名患者随机分为 2个治疗组进行个

体化护理模式应用比照。2个治疗组各 27人分别命

名为对照组与实践组。

对照组：男 14例，女 13例；年龄在 42岁至

75岁区间，平均年龄 54.14±3.46 岁；透析治疗时长

6个月至 10个月，平均 8.14±2.26个月。

实践组：男 13例，女 14例；年龄 41～74岁，

平均年龄 54.85±3.65岁；透析治疗时长 6个月至 10
个月，平均 8.28±2.12个月。

1.2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本研究观察对象纳入需要满足如下标准：

（1）性别不限，年龄在 40周岁至 75周岁之间。

（2）接受临床检查确诊，符合肾功能衰竭相关

诊断标准（本研究为保证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均

以肾衰竭患者为例）[2]。

（3）配合检查及治疗，认知及语言表达良好。

（4）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患者。

（5）了解研究全部流程并自愿签署临床研究

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对象排除标准如下：

（1）患者年龄不满足 40周岁至 75周岁区间。

（2）不符合肾功能衰竭相关诊断标准确诊的

患者。

（3）存在其他并发全身感染性疾病患者。

（4）病情危重患者。

（5）不配合治疗、不愿意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

意书的患者。

注：本研究经过一眼研究伦理委员会批注后进

行。

1.3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治疗过程中关注

患者生命体征、病情变化、监督药物服用情况，开

展相应透析并发症预防工作。

实践组：采用个性化护理模式，详细如下：

第一，成立个性化医疗护理小组，结合华中自

身情况深入分析，针对患者护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制

定具体护理方案，与患者保持实时沟通，了解患者

治疗进程。

第二，为患者建立治疗档案，详细记录治疗过

程，医嘱及实际用药情况，掌握患者病情变化，方

便后期治疗变化提供依据。

第三，在与患者及家属沟通时进行健康宣教，

结合患者自身认知接受情况进行评估，定期发放病

情治疗资料，组织针对性病情讲座，宣传透析治疗

重要性，保证健康宣教具有实际效用[3]。

第四，实时观察用药是否产生不良反应，规范

用量情况，避免断药、停药、服用错误剂量等错误

用药状况。及时将患者用药情况反馈医师，采取有

效处理措施[3]。

1.4评价指标

对比观察两个治疗组在进行血液透析过程中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分析个性化护理在该治疗中

的应用实效。结果分析综合考量依据患者治疗期间

的其他其他疾病并发情况、血压情况、治疗依从性

情况、健康知识掌握情况、自我管理等情况。得出

应用个性化护理治疗血液透析患者临床效果。

其中，护理满意度情况调查依据我院自拟护理

满意度问卷，调查问卷总分 100分，60分以下为不

满意，60分至 80分满意，81分至 100分为非常满

意。

并发症统计包含血栓、血管狭窄、脑出血等血

管疾病，各并发症病例总和除以总病例数为总发病

率[4]；血压情况主要对比患者在进行护理工作后的

前后舒张压与收缩压情况；治疗依从性情况通过患

者治疗期间遵医嘱情况分析（服药情况、烟酒饮食

及运动情况）；健康知识掌握情况依据该院自拟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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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透析肾衰竭患者相关知识问卷检测患者知识吸收

情况；自我管理从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管理、生

活行为管理方面进行评估[5]。

1.5数理统计

本研究数理统计应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与处理，满意度及并发症资料使用计数资料

使用比率（%）表达，采用χ2检验，p<0.05具有差

异统计学意义[6]。

2、结果

对照组与实践组的护理满意护理满意程度与并

发症对比情况见下表 1：

表 1 患者满意度及并发症对比表

组别 数量
护理满意度（%） 并发症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血管狭窄 脑出血 血栓 占比（%）

对照组 27 10 8 9 66.67 3 3 2 29.63

观察组 27 13 12 2 92.59 1 1 0 7.41

χ2值 9.286 4.175

P值 0.004 0.035

可以看出实践组无论是在物理满意度方面还是在并发症总发生占比方面都具有更好的优势。（p<0.05）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实践调查表明，实践组护理满意程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且相关并发症发生占比低于对

照组[7]。实践组接受个性化护理方式患者血压效果

也更好。此外，在治疗依从性、健康知识掌握以及

自我管理方面，研究数据均表明实践组具有更好的

改善效果，本实验数据 p<0.05，具有差异统计学意

义[8]。因此，对于血液透析患者应用个体化护理模

式，可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改善患者临床病症，促

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降低患者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期间综合治疗难度，有利于提升患者身体健康状况，

其效果显著，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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