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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应用于血透动静脉内瘘穿刺护理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姜华静

荣成市中医院 山东荣成

【摘要】目的 研究临床护理血透动静脉内瘘穿刺患者，应用品管圈活动进行护理干预，分析临床应用价值

和护理效果。方法 将 2022年 1月~2023年 2月间的 128例动静脉内瘘血液透析治疗患者作为分析目标，分成观

察组 64例和对照组 64例，分别实施品管圈活动护理和常规护理，并将两组护理后动静脉内瘘穿刺成功率，及患

者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比对。结果 观察组穿刺成功率高达 96.88%，并发症发生率低至 96.88%，均好于对照组

87.50%、18.75%，组间数据经过对比存在明显差异（P<0.05）。结论 血透动静脉内瘘穿刺护理中实施品管圈活

动，可取得积极的护理效果，显著提升穿刺成功率和护理质量，增进患者依从性预防并发症发生率。

【关键词】品管圈活动；血透；动静脉内瘘；穿刺护理

【收稿日期】2023年 11月 15日 【出刊日期】2023年 12月 15日 DOI:10.12208/j.jmnm.2023000680

Study on the clinical value of quality tube loop activity in the care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Huajing Jiang

Rongche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ongcheng, Shan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arteriovenous fistula puncture in hemodialysis,

and to apply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for nursing intervention, analy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and nursing

effect.MethodA total of 128 patients undergoing hemodialysis treatment for arteriovenous fistula between January 2022

and Febr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analysis targe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of 64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of 64 cases, respectively, to receiv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y nursing and routine nursing. The success

rates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puncture and the incidence of patient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Result The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s high as 96.88%,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as low as 96.88%, both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of 87.50% and 18.7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ata between the groups after comparison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in hemodialysis arteriovenous fistula puncture nursing can achieve positive nursing effects, significantly

improve puncture success rate and nursing quality, and enhance patient compliance to prevent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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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临床上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方式，

可清除体内代谢的废弃物质，维持患者的生命安全[1]。

在血液透析治疗中，应用动静脉内瘘术可提升透析的

治疗。血管通路作为血液透析治疗的重要条件，动静

脉内瘘术属于外科手术，是将肢体表层的动静脉相吻

合的手术。当前动静脉内瘘已然成为了最佳的血管通

路，可提升透析效率，减少透析期间的意外事件。血

液通道的维护对于血液透析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在动静脉内瘘术中要进行有效的护理。品管圈护理是

一种能够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品管形式,

护理品管圈是按照品管圈的规则进行护理操作,护理人

员深入学习动静脉内瘘护理内容，依据患者个人情况

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2]。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护理分析选择的 64例患者需要定期进行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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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治疗，接受动静脉内瘘术。研究时间范围是 2022

年 1月~2023年 2月，患者意识清楚，接受本次护理分

析；排除标准：精神异常；拒绝沟通；不同意参与本

次护理分析等。依照随机分组的方式，分成研究组 32

例和对照组 32例。观察组男女患者比例 18:14，年龄

范围 35~74岁，平均年龄（56.33±1.42）岁。对照组男

女患者比例 17:15，年龄范围 36~71 岁，平均年龄

（57.12±1.48）岁。患者年龄、性别数据对比无差异，

P>0.05.

1.2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护理人员要重视加强术后

护理，注重加强对感染问题的防范，对此应根据患者

具体情况及时更换敷料、注重穿刺侧皮肤清洁、干燥。

在血透过程中要多次检查患者穿刺侧的情况，如血流

通畅度、是否出现水肿、皮肤是否出现红肿疼痛现象

等。其次，关注患者 24h内的病情变化，部分患者在

动静脉内瘘穿刺后有一定的血栓形成风险，这会加剧

对患者身体的损害影响血透治疗。应告知患者日常生

活中要注意穿一些比较宽松的衣服避免患侧受压，在

夜间更要重视防止受压。部分患者术后有局部肿胀发

生，要及时告知局部肿胀的发生原因、注意事项，告

知患者不要过于担忧，可适当热敷进行缓解。

观察组品管圈活动护理：（1）成立品管圈小组：

成员均为血透中心护理人员，并以降低穿刺渗血率、

提高穿刺成功率为主题进行学习培训。组织讨论找出

现动静脉内瘘护理方法存在的问题，品管圈小组成员

共同参与设定目标，数据收集后进行因果关联分析[3]。

找出原因可分为护士健康教育不重视导致宣教不到位、

护士个人能力及技术水平差异导致护理质量降低、患

者认知不足对动静脉内瘘护理不够重视[4]。（2）针对

动静脉内瘘形成的初期和成熟期，制定不同的健康宣

教方式，初期阶段对患者进行动静脉内瘘的知识、认

知和护理的健康宣教[5]。成熟期患者教会穿刺点加压包

扎、松绑方法，无法自我完成的患者教会家属协助包

扎和松绑[6]。除此之外，还对患者进行动静脉内瘘自我

护理宣教，应定期抽查每位患者的掌握程度，发现掌

握不清楚的患者，由管床护士再次进行健康宣教[7]。（3）

针对各层次的护士进行包括业务水平、理论知识在内

的系统培训，加强护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互相学习从

而提升整个护理团队的能力。定期进行个人能力和技

术水平检查，规范穿刺保证穿刺成功率。（4）提高患

者对动静脉内瘘的重视度，让患者清楚认识到动静脉

内瘘出现感染、血肿、阻塞的严重性，患者形成自我

保护的潜意识能提升预防并发症效果[8]。对于老年患者

和无自我护理能力患者，让其家属清楚认识到协助护

理干预的必要性，能更好地配合医护工作。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成功率及并发症发

生率。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以均

数士标准差（χ±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

用 t、χ2检验。

2 结果

观察组穿刺成功 62 例，成功率 96.88%，高于对

照组 56 例 87.50%（P<0.05）。渗血等并发症发生率

6.25%，低于对照组 18.7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1。

表 1 组间数据比较（%）

组别 例数 内瘘闭塞 内瘘狭窄 肿胀手综合征 总发生率

观察组 64 0 2 2 4（6.25）

对照组 64 2 6 4 6（18.75）

3 讨论

品管圈活动具有相同、相近、互补的工作内容，

组织共同目标的科学的质量管理小组，通过集思广益、

互相配合来提升工作效率。小组的成员知晓品管圈活

动的目标和流程，将品管圈活动应用在临床护理中，

提升护理人员的责任感，主动为患者实施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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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管圈活动中强调全员参与的意识，共同进行选定

主体、拟定对策、执行护理、评价效果等过程。基于

患者的实际病情和护理需求制定护理方案，保证护理

的科学性、标准化、可实现性，有助于提升护理质量

与患者的依从性。

品管圈管理模式与传统护理模式有所不同,品管圈

强调全员参与意识，通过全员配合提高工作质量和护

理人员的工作素养[9]。品管圈成员对护理内容的探讨，

增加自身护理知识，提高护理责任感和使命感。及时

发现护理工作中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法制定相关的护

理方案。充分发挥每一位成员的创造性思维，激发工

作热情，增进同事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增加了团队的凝聚力和个人信心。品管圈活动的开展

从管理角度予以优化改进，不断发现成员们缺陷并提

出解决措施，结合实际情况对管理制度进行适当优化，

促进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10]。注重护理人员自身专业

素质水平的提升，过硬的专业素质水平能在动静脉内

瘘穿刺时降低穿刺失败，减少给患者的血管带来损伤。

对于各项护理工作的有效落实进行关注，增进了沟通

及时了解患者是否出现血肿等情况，若发生血肿及时

处置。品管圈活动护理能提高工作效率，使护理安全

性得到保障，还能增进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本次观察组护理期间还重视对患者的健康教育，

了解其对动静脉内瘘术护理知识的了解程度、文化程

度、经济收入等等。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健康教育，从

肾脏病发病机制到血液透析治疗进行科普教育，提高

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对病人普及动静脉内瘘护理方法，

指导病人术后做健瘘操促进内瘘成熟。术后抬高术侧

肢体，促进静脉血回流，日常中避免穿袖口过紧的衣

服，休息时避免压迫内瘘侧肢体，内瘘侧肢体避免抽

血、提重物以及量血压。针对大部分维持性血透患者

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心理疏导让其接受现实正视疾

病。向家属强调患者的心理情况，强化家庭支极鼓励

病人，在家属及医护人员陪伴下让患者重燃信心。在

生活中要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要吸烟，

保持环境整洁避免感染，淋浴时避免水温过热。多吃

蔬菜、高纤维食物以免便秘，合理摄入蛋白质、水分

等维持营养均衡。

结果表明，照品管圈活动护理要点实施护理，能

够有效预防并发症发生，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动静脉内瘘术后开展护理干预，使患者真正

认识到肾脏病的危害，以及维持性血透、动静脉内瘘

术的重要性，进而提高依从性。通过动静脉内瘘护理

让病人掌握护理技能，提高护理能力，在日常生活加

强对动静脉内瘘的维护。对血透病人实施心理护理，

重视心理因素对治疗的影响，让患者在治疗期间保持

良好心态。落实生活管理，识别日常中的危险因素，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综上所述,应用品管圈护理降低了患者渗血发生率,

提高了穿刺成功率,提高了患者生存质量,具有较好的

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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