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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长期血管通路护理中的应用

段岚菁

西安市第三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针对西安市第三医院血液

透析患者进行对比，从中选出 80例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按照不同护理分成两组，每组 40例，对照组采用的是

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的是优质护理措施，对比两组护理效果和护理后血管通路情况。结果 在效果中观察组效

率高于对照组，同样在血管通路中观察组 Ca和 P水平优于对照组，比较有差异（P＜0.05）。结论 对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进行优质护理干预，可将其血管通路进行改善，提高整体治疗疗效，对患者病情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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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 long-term vascular access nursing of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Lanjing D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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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on long-term vascular access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0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the Third Hospital of Xi'an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high-quality nursing

measures, compared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effects and vascular access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A and P level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vascular access,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 Conclusion high-quality

nursing for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improve vascular acces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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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临床将其称为血透，主要是针对血液实

施的一种净化方法，该种方法可在长期进行血透期间

建立通路，保证透析期间血路顺畅[1]。目前临床会采用

血透通路为患者进行血液透析，主要原因是动静脉内

瘘会使得血流量充分，在使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临床在进行血液透析过程中，会将其视为生命线[2]。

但是该种方式会使得动静脉内瘘出现狭窄或者闭塞，

逐渐失去其功能性，患者无法进行正常使用，从而降

低患者生活质量[3]。因此临床应对血液透析患者进行护

理干预，预防内瘘出现狭窄或者闭塞等现象产生，减

少其使用年限，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延缓患者死亡，

降低其并发症发生概率[4]。因此，本文会选择案例患者

实施优质护理干预措施，对其产生的应用价值和作用

进行分析，详情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2年 3 月-2023 年 3月收治的血液透

析患者作为案例，并在其中选出 80例患者作为对比，

按照不同护理措施分成两组，每组 40例，对照组采用

的是常规护理，观察组则是采用优质护理，前者中包

含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区间 22-83 岁，均龄

（52.53±13.57）岁，后者中共计男 23例，女性 1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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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范围是 23-81 岁，均龄（52.03±12.19）岁，两组

患者并未出现差异性（P＞0.05），可对比。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措施主要内容是，患者在

入院后第一时间对患者情况进行登记，后通过讲座等

措施让患者对血液透析治疗内容了解，指导患者用药

剂量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内容。

观察组：优质护理干预则是对患者进行全面护理，

首先是饮食护理，控制患者钙、磷等物质摄取，同时

对患者定期进行营养评估，根据患者营养状态制定饮

食计划。在保证营养充足的情况下，让其身体中的电

解质得到平衡。在院内设立服务站，让患者在服务站

中了解相应的疾病内容和治疗措施，让其自身护理工

作得到提升，使得患者对自身治疗中的注意事项有所

了解，在生活护理中抑制疾病发展。在日常护理干预

措施中，需要对患者进行感染预防护理，针对患者治

疗效果以及自身情况实施针对性护理，观察患者血压

和血液状态，对其血液脱水量和透析速度进行注意，

在治疗过程中做到无菌操作，减少患者接触感染源，

同时与家属进行沟通，让其对患者进行关心和注意，

配合做好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通过对患者血管通路流

畅程度进行评价，同时观察钙磷代谢情况，分别对患

者护理前后进行评价，统计 Ca、P水平情况。

1.4统计学分析

本文所有资料和数据均采用 SPSS21.0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和计数资料分别是（均数±标准差）、

t检验和百分比（%）、χ2检验，P＜0.05 视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护理效果如表 1 所示，观察组明显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比较存在差异性（P＜0.05）。

2.2对比两组患者 Ca、P水平变化

在患者 Ca、P水平对比结果中发现，护理前两组

患者并未出现差异性（P＞0.05），在护理后明显观察

组水平低于对照组，比较存在差异性（P＜0.05）。

3 讨论

随着近些年血液透析人数的增加，人们对该种疾

病有着相应的关注，对患者实施血液透析治疗，会对

身体中的血液进行置换，同时排出身体中的毒素，一

次将治疗效果进行体现[5]。通过将毒素排出的作用，可

将疾病治疗效果进行提升，但是维持性血液透析长时

间治疗，同样会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并发症，较为

严重的是血管通路狭窄和闭塞等现象[6]。所以对患者实

施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过程中，需要配合护理干预，

传统护理干预措施无法满足患者需求，对患者实施护

理措施中，采用的是统一性的护理模式，但是无法针

对患者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护理，所以传统护理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7]。临床为了满足患者需求提出优质护

理措施，该种护理措施可有效提升护理服务的针对性，

通过各个环节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针对

患者实际病情对其血管通路进行护理，减少血管通路

狭窄或者闭塞等现象产生[8]。提高患者治疗信心，延长

其寿命的同时，增加患者满意度[9]。对患者实施优质护

理措施时，可根据健康教育宣教，提高患者对疾病和

治疗等相关内容的了解和认知，有效预防并发症发生，

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同样也给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

技术进行提升，保障护理人员服务质量和综合素质[10]。

根据研究分析可以得知，不同护理措施的实施明

显存在差异性，在对比常规护理和优质护理效果中，

明显优质护理总有效率达到 92.50%，但是传统护理效

果才达到 75.00%，两组相比较可发现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同样对不同护理患者 Ca、P水平进行分

析中得知，两组患者在未实施护理之前，Ca、P水平

评估结果相似，并未出现明显差异性（P＞0.05），但

是在不同护理干预后，可明显发现两组之间的差异性

（P＜0.05）。根据结果验证分析可得知，优质护理不

仅从效果上提升护理服务，同时对患者血管通路中起

到一定的辅助效果，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同时，提高患

者治疗有效性，在长期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期间可预

防并发症，提高患者满意度。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措施的实施可有效提高血液

透析患者的效果，增加患者满意度和信心的同时，提

高生活质量，以此延长血管通路使用时长，减少血管

通路并发症产生，所以该种优质护理措施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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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0 30（75.00） 7（17.50） 3（7.50） 37（92.50）

对照组 40 25（62.50） 5（12.50） 10（25.00） 30（75.00）

χ2值 4.500

P值 0.033

表 2 两组患者 Ca、P水平变化对比

组别 时间 Ca（mmol/L） P（mmol/L）

观察组 护理前 2.13±0.31 1.43±0.19

n=40 护理后 2.69±0.46 1.14±0.11

对照组 护理前 2.14±0.32 1.44±0.20

n=40 护理后 2.35±0.37 1.32±0.15

观察组护理前后 t/P 6.384/0.000 8.354/0.000

对照组护理前后 t/P 2.715/0.000 3.035/0.000

两组护理后对比 t/P 3.642/0.000 6.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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