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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一体，全“肾”关注——改善慢性肾脏病护理服务 

周贝柠，郑 璇*，周昌娥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十堰 

【摘要】项目背景：本研究旨在通过改善肾病内科护理服务，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在肾脏病学

领域，护理服务对于疾病管理和患者康复至关重要。现状：当前肾病内科护理服务存在多方面问题，包括管理体

系不完善、技术操作不规范、人才队伍不足等。这些问题制约了护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

和生活质量。改善方法：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措施，包括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制定标准化

专科护理操作 SOP、加强技术培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人才队伍建设等。这些措施旨在提高护理服务的规

范化水平和专业化能力。结果：通过对患者满意度、自我管理能力、容量管理依从性以及并发症等指标的评价，

我们发现改善后的护理服务显著提升了患者的满意度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了患者

的生活质量。结论：改善肾病内科护理服务对于提升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促进康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

研究结果表明，优化护理服务是提高肾病治疗效果的有效途径，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广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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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in one, the whole "kidney" attention - improving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are services 

Beining Zhou, Xuan Zheng*, Chang'e Zhou 

Shiyan Taih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Shiyan, Hubei 

【Abstract】Background: This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outcomes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patients by 
enhancing nursing services in nephrology departments. In nephrology, nursing servic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disease 
management and patient recovery. Current Situation: There are various issues in current nephrology nursing services, 
including inadequate management systems, non-standardized technical operations, and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hese problems have hindered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nursing services, affecting patients' therapeutic outcomes and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Method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we have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sound management systems, developing standardize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 for specialized nursing, 
enhancing technical training,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optimizing the talent pool. These measures aim to raise the 
level of standard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in nursing services. Results: Through evaluating indicators such as patient 
satisfaction, self-management ability, compliance with volume management, and complications, we found that the 
improved nursing service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d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Conclusion: Improving nursing services in nephrology departments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medical quality, ensuring patient safety, and promoting recover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optimizing nursing servic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outcomes of kidney disease and deserves 
widespread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Improving nursing service; Action plan;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ized operation; Patient 
satisfaction 

 
多年来，我院肾病内科在医疗、教学和科研等方

面取得了丰硕成就，护理工作不断完善，努力打造肾病

内科护理专业领域的标杆，以开展磁性护理为依托，逐

步形成并发展成为一支专业特色突出的优秀护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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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特别是在医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工作的背景下，我

们制定了本专科优质护理服务工作计划，将护理理念

贯彻到对患者的服务中，转变工作模式，丰富服务内

涵，夯实基础护理，为病人提供“优质、全程、无缝隙”

的照护，最终实现患者、社会、医护人员和政府的满意。 
项目背景：肾脏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持续增长

趋势，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挑战。慢性肾脏病（CKD）

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1]。

在这一背景下，肾病内科护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对患

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然而，当前肾病内

科护理服务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管理体系不完善、技术

操作不规范、人才队伍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护

理服务的水平和效果，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善。 
现状调查：根据国际慢性肾脏病护理服务的相关

调查数据显示，慢性肾脏病（CKD）患者护理服务的水

平和质量存在一定差异[2]。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

大和欧洲国家，慢性肾脏病护理服务相对完善，医院和

诊所提供的专业护理团队数量较多，护理操作流程相

对规范，患者接受到的教育和指导较为全面，患者满意

度较高。然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一些非洲

和亚洲国家，慢性肾脏病护理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存在

医疗资源不足、护理人员技术水平不高、患者教育不足

等问题，导致患者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较低[3]。从国内

范围来看，国内慢性肾脏病护理服务的现状也面临一

些挑战。 
虽然我国在近年来肾脏病护理服务方面取得了一

定进步，但仍然存在护理服务水平不够、技术操作不规

范、人才队伍不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

提升慢性肾脏病护理服务水平，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

果和生活质量[4]。 
改善方法：在深入了解国际和国内范围的慢性肾

脏病护理服务现状后，我们认识到改善护理服务的重

要性。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我们医院，探讨我们所

采取的具体做法和措施，以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

活质量。 
1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更新管理理念 
1.1 建立科室护理管理制度 
包括血液净化质量管理制度等，以确保肾脏专科

护理工作的规范和标准化。定期对护理服务进行评估

和监测，通过反馈和数据分析，找出问题并采取改进措

施。鼓励护士积极参与质量改进活动，共同提高护理服

务质量和安全性。 
1.2 加强沟通与协作 

建立定期会议和交流平台，分享经验、解决问题，

并鼓励护士提出改进建议。 
1.3 培养领导力和管理技能 
提供相关培训和学习机会，以提升护理人员的领

导力和管理能力。 
1.4 建立激励机制 
通过表彰制度和奖励优秀护士和团队，激励护理

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5 更新管理理念 
深入研究现代护理管理的最新理念和趋势，如以

数据驱动的患者需求护理等，强调团队协作，提供综合

性的护理服务。 
2 制定标准化专科护理操作 SOP 
2.1 制定各种标准化操作规程（SOP） 
确保护理操作标准化、规范化：我们针对不同的护

理操作和临床场景，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化操作流程：持

续不卧床腹膜透析 SOP、自动化腹膜透析 SOP、腹膜

透析患者外出口护理 SOP、腹膜透析外接短管护理

SOP、血液透析用中心静脉导管护理 SOP、动静脉内瘘

护理 SOP 等。这些 SOP 详细规定了操作步骤、安全注

意事项等，确保护理操作的规范和安全性。 
2.2 开展护理技能操作大赛 
提高护士们的专业技能水平：为了推动标准化护

理操作的贯彻执行和提高护士们的技能水平，我们对

科室所有护士进行了操作训练的分组搭班，每组设置

组长对所在组员进行督导，每半年组织一次科内护理

技能操作大赛。通过比赛，护士们能够展示自己的操作

技能，并从中学习和分享经验，促进彼此的成长和进

步。 
3 加强肾脏专科诊疗技术培训 
3.1 加强肾脏专科诊疗技术培训 
确保护士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我们组织

定期的肾脏专科诊疗技术培训，要求护士不仅要知道

诊疗技术是什么，更要了解为什么（相关诊疗的目的、

意义、病程发展的原因），从而有效指导临床护理工作。

包括肾脏活体组织检查及护理、常见肾脏病检验及护

理（尿液检验、血液检验）、肾脏超声检查及护理、血

液透析技术及护理、血液透析滤过技术及护理、血液灌

流技术及护理、连续性血液净化技术及护理、血浆置换

技术及护理、腹膜透析技术及护理、腹膜平衡试验及护

理透析充分性评估及护理等。培训内容涵盖了基本的

操作技能和安全注意事项，以确保护理人员能够熟练

掌握和应用相关技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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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展床旁病情观察大赛 
培养护士的观察和判断能力：为了提高护理人员

对肾脏疾病的观察和评估能力，我们定期组织床旁病

情观察大赛。通过竞赛形式，护理人员能够加强对患者

病情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提高对疾病变化的敏感性，及

时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 
4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硬件、软件同时升级、

改进 
4.1 硬件建设 
包括扩容血液透析机位和住院患者床位，新增设

腹膜透析中心、透析导管植入手术间、动静脉内瘘手术

间、KICU 病房等，提高治疗环境和设备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 
4.2 软件建设 
引入学透通和 sharesource 软件，提高信息共享和

治疗方案的个性化。 
5 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区域性专科护理高地 
为了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技能，以及满足

科室的专科护理需求，我们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5.1 外出学习 
培养国家级专科护士：我们积极鼓励护士参加外

部培训和学习机会。护士可以申请参加国内外专业学

术会议、研讨会、工作坊等，深入了解最新的护理理念

和技术。同时，我们也支持护士申请参加国家级专科护

士认证考试，提供相应的培训和学习资源，培养骨干护

士成为国家级专科护士。 
5.2 线上线下会议交流 
向外界展示我院专科护理专家：护士积极参与线

上线下的会议和交流活动，与其他专业护理人员进行

互动和知识分享。这些交流平台包括学术研讨会、专业

论坛、病例讨论会等。通过与同行的交流，护士可以不

断学习和成长，培养专科护理专家的能力。 
5.3 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慢病管理深耕人才基础 
5.3.1 我们鼓励护士参加健康管理师培训（目前两

人），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资源。健康管理师培训可以

帮助护士掌握健康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进一步提高护

理服务的水平。这包括疾病管理、健康教育、慢性病管

理等方面的内容，使护士能够在综合护理中提供更全

面的服务。 
5.3.2 我们鼓励护士参加营养师培训（目前一人），

增强护士在患者营养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进

一步提升护理服务的综合质量，通过参加营养师培训，

护士学习营养学的基本原理、膳食指导、饮食计划制定

等内容，从而提高其在营养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平，

增强综合护理能力。可以更好地评估患者的营养需求，

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包括合理的膳食安排和营养

补充方案。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营养摄入和消化吸收，促

进康复进程。护士也能够更好地与营养师进行沟通和

合作，共同制定患者的营养治疗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

提供有效的支持和监测，并可以更好地向患者和家属

提供关于饮食、营养和健康的教育，帮助他们理解和掌

握正确的饮食习惯和营养知识，以促进健康和疾病预

防。 
5.3.3 我们鼓励护士参加心理治疗师培训（目前两

人），增强护士在心理健康支持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为肾病患者提供全面的身心健康护理。肾病是一种

严重的慢性疾病，患者常常面临身体不适、治疗压力、

心理困扰等问题。通过参加心理治疗师培训，护士能够

学习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技能，更好地了解肾病患者

的心理影响，包括焦虑、抑郁、应对困难等。肾病患者

常常需要面对疾病的长期治疗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

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挑战。通过心理治疗师培训，

护士可以学习心理援助和支持的技巧，提供专业的心

理支持，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提高生活

质量。在应对治疗困难时，例如透析过程中的不适、药

物副作用等，护士能够更好地应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建议，帮助他

们积极面对治疗困难，增强治疗的依从性。同时向肾病

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提供相关的心理教育和指导，帮助

他们理解和应对心理问题，提高心理健康素养。 
5.4 做精做强血液净化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力争区

域内专科护理排头兵 
5.4.1 优化培训课程：我们对血液净化领域的培训

课程进行精心设计和持续改进。课程内容包括血液净

化原理、透析技术、腹透技术、血管通路护理、并发症

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们结合最新的临床指南和研究

成果，确保培训内容与最新的实践标准相符。 
5.4.2 强化实践操作：在培训中，我们注重护士的

实践操作能力培养。通过模拟训练、临床实习和技能竞

赛等形式，提高护士的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我们

还建立了标准化的实践操作流程和评估体系，确保护

士的操作符合高质量和安全标准。 
5.4.3 培养专科护理师资队伍：我们重视护理师资

队伍的培养和发展。通过内部竞聘、核心小组甄选，遴

选出最优秀的临床带教师资。带教老师定期参加线上

的培训课程、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提升带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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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同时，要求带教老师参与学

术研究和发表论文，提高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声誉。 
5.4.4 推行导师制度：我们建立了导师制度，为新

入专科护士培训基地的护士提供有针对性地指导和培

训。经验丰富的导师将帮助新护士熟悉血液净化工作

流程，提供实践指导，并在职业发展方面给予支持和指

导，导师还需要同时兼顾学员在基地培训期间的生活

照护，为学员营造如家的磁性温暖。我们将持续提升培

训质量，不断创新培训模式，为护士提供全方位的学习

和成长平台，推动专科护理的发展和进步。 
6 血透、腹透两条线，新业务新技术并驾齐驱各显

神通 
6.1 血液透析方面 
6.1.1 推广无肝素透析技术，减少患者的出血和感

染风险：适用于有活动性出血、凝血功能障碍、应用肝

素有禁忌证者。透析前先用 4mg/d 的肝素生理盐水预

冲，保留 20 分钟后再用生理盐水 500ml 将透析器及

管路中的肝素盐水全部冲净排去，透析过程中每 30~60
分钟用 100~200ml 生理盐水快速冲洗透析器及管路一

次。这种技术可以有效降低患者出血风险，改善透析效

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6.1.2 优化导管护理，降低导管相关感染的发生率：

针对血液透析患者的导管护理，我们制定了严格的操

作规范和护理流程，包括导管的定期更换、消毒和固

定，以减少导管相关感染的发生。 
6.1.3 推广改良绳梯穿刺（多单）技术，提高穿刺

成功率：为了提高透析通路的建立和维护质量，我们引

入改良绳梯穿刺技术。详细地分析瘘管的走向、管壁厚

度、深浅度及侧支血管，确定好动静脉穿刺点的数量，

更换每次动静脉的穿刺点，将穿刺点排列呈绳梯式，

“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交替进行，穿刺点的间距

为 1cm；而动脉的穿刺点可以选择吻合口上 >3cm 处，

然后沿着内瘘走向进行交替穿刺，注意保持 30°～

40°的进针角度；经过一轮穿刺后再循环从第 1 个点

开始。改良绳梯穿刺（多单）技术，使血管通路的建立

更加准确和稳定，减少穿刺并发症的发生。  
6.1.4 成立通路评估小组，定期评估透析通路的情

况：我们建立了通路评估小组，由肾脏专科护士和医生

组成，定期对患者的血管通路进行评估和监测。通过定

期的通路评估，我们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保

证透析通路的通畅和稳定。 
6.1.5 引入干体重评估技术，确保透析治疗的准确

性和安全性：为了准确评估患者的干体重，我们引入了

干体重评估技术。通过人体成分分析，测量患者在透析

前后的体重变化，并结合其他相关指标，如体液平衡、

脂肪、蛋白质、肢体节段水分等，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确

定患者的干体重，调整透析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 
6.2 腹膜透析方面 
6.2.1 推行腹膜透析患者容量集束化护理技术，优

化液体管理，提高治疗效果：我们致力于提供腹膜透析

患者的个体化和容量集束化护理。通过定期监测患者

的体重、腹膜渗透性和人体成分等指标，制定个性化的

腹膜透析液处方，优化患者的透析效果和生活质量。 
6.2.2 实施腹膜透析患者营养集束化管理，保障患

者的营养需求：我们重视腹膜透析患者的营养管理，在

腹膜透析治疗中综合考虑营养需求、腹腔渗透性等因

素，制定个体化的膳食计划和营养支持方案，保证患者

的营养状态和透析治疗效果。 
6.2.3 提供腹膜透析液送药到家服务，方便患者获

取所需药物：为了方便腹膜透析患者获取透析液和相

关药物，我们开展腹膜透析液送药到家服务。患者可以

通过线上平台或电话预约，将所需的透析液和药物送

至家中，提高患者的治疗便利性和满意度。 
6.2.4 开通腹膜透析居家治疗医保报销服务，减轻

患者的经济负担：我们积极推动腹膜透析居家治疗的

医保报销服务。与相关医保部门合作，简化报销流程，

为符合条件的腹膜透析患者提供医保报销便利，降低

患者的经济负担。 
6.2.5 引进艾考糊精腹膜透析液，拓展治疗选择：

我们引进了艾考糊精腹膜透析液，这是一种新型的透

析液，具有更好的渗透性和去除毒素的能力。通过使用

艾考糊精腹膜透析液，我们能够提高透析效果，减少透

析时间和频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6.2.6 先行开展腹透患者居家远程管理服务，提供

定期监测和指导，方便患者进行治疗：为了提高腹透患

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我们率先开展了腹透患者

的居家远程管理服务。通过远程监测设备和在线平台，

我们能够实时监测患者的透析治疗情况，提供个性化

的护理指导和支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解决问题，提

高患者的治疗便利性和满意度。通过不断引入新业务

和新技术，血透和腹透两条线的发展将实现更高水平

的肾脏专科护理，提供更安全、有效和个性化的治疗服

务。 
7 重视指标管理，一切以数据说话 
在为患者提供优质的肾脏专科护理服务的过程

中，我们非常重视指标管理，通过数据分析和评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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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改进我们的护理质量。 
7.1 降低导管感染率 
导管相关感染是血透和腹透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导管护理措施和操作规范。通过

定期的导管护理培训和内部审核，我们不断提高护士

的操作技能和意识，减少导管感染的风险。同时，我们

建立了导管感染监测系统，定期评估和分析导管感染

率，采取必要的改进措施，确保导管相关感染率的降

低。 
7.2 降低内瘘穿刺透析患者血肿发生率 
对于内瘘穿刺透析患者，我们重视穿刺技术和穿

刺部位的选择。通过定期进行穿刺技术培训和穿刺操

作的评估，我们提高护士的穿刺技能和准确性，减少血

肿的发生。同时，我们关注血肿发生的原因和风险因

素，加强护理干预和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血肿，降低

患者的并发症风险。 
7.3 降低肾穿刺后尿储留发生率 
肾穿刺后尿储留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症，为了降低

其发生率，我们在肾穿刺术后密切观察患者的尿量和

尿储留的征兆。通过加强护士的尿储留风险评估和尿

流监测，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肾穿刺后尿储留的

情况，减少患者的不适和并发症风险。 
7.4 提高 24 小时尿标本留取成功率 
对于需要进行尿液检查的患者，我们注重尿标本

的正确采集和保存。通过培训和指导，我们提高护士的

尿标本采集技巧和质量，确保尿标本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同时，我们建立了 24 小时尿标本留取成功率的指

标，监测和分析留取成功率的变化趋势，及时发现问题

并采取改进措施，提高尿液检查的准确性和临床应用

价值。通过重视指标管理，我们能够全面了解护理服务

的质量和效果，并根据数据的指引，持续改进和提升护

理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安全、高效和个性化的肾脏专科

护理服务。 
8 加强宣教，重视线上线下互动沟通 
8.1 组织健康讲座和健康教育培训 
定期组织健康讲座和培训活动，邀请专家和医护

人员为患者和家属提供相关健康知识和疾病管理的指

导。这些讲座和培训可以涵盖肾脏疾病、血液透析和腹

膜透析的相关知识、营养管理、药物合理使用等方面，

帮助患者和家属更好地了解和应对疾病。 
8.2 组织患者沟通会议 
定期组织患者沟通会议，提供一个互动交流的平

台，让患者和家属分享经验、解决问题，并与医护人员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些会议可以帮助患者建立互助

支持的网络，增强对疾病管理的信心和动力。 
8.3 利用线上平台进行健康教育和交流 
积极利用互联网和线上平台，开展在线健康教育

和交流活动。可以建立专门的肾脏专科护理官方网站

或社交媒体账号，发布健康宣教文章、视频和资讯，提

供在线问答和咨询服务，使患者和家属能够随时获取

健康信息并与医护人员进行交流和互动。 
8.4 提供书面教育材料和多媒体资源 
为患者和家属提供书面教育材料、宣教手册和多

媒体资源，包括疾病管理指南、饮食建议、用药指南等。

这些资源可以在医院和在线平台上提供，帮助患者深

入了解疾病和护理知识，并提供参考和指导。 
8.5 个性化宣教和交流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进行个性化的宣教

和交流。针对每位患者的疾病阶段、治疗方案和护理需

求，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和交流方案，提供针对性的

健康宣教和指导。通过加强宣教和线上线下互动沟通，

我们能够向患者和家属提供更全面、及时的健康信息

和支持，增强他们的健康管理能力和治疗依从性，促进

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共同实现肾脏专

科护理的目标。 
9 重视科研 
注重科学研究，积极参与临床护理研究项目，开展

护理实践的改进和创新。通过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不断提升护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9.1 积极参与临床护理研究项目 
我们积极参与与肾脏专科护理相关的临床研究项

目。这些项目可能涉及护理方法、护理技术、患者管理

策略等方面的改进和创新。通过参与科研项目，我们能

够深入了解最新的护理理念和实践，与其他研究人员

和专家进行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护理领域的进步。 
9.2 开展护理实践的改进和创新 
我们鼓励护士提出并实施护理实践的改进和创新

项目。护士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和观察，发

现护理中存在的问题或待改进的环节，并提出相应的

解决方案。通过实施改进措施，我们不断优化护理服

务，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9.3 应用和推广科研成果 
我们注重将科研成果应用到实际护理工作中，并

推广到其他相关科室和医疗机构。通过科研成果的应

用和推广，我们能够分享经验和成果，促进护理实践的

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我们也鼓励护士将自己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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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实践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或参与学术会议，为

护理领域的知识交流和学术进步作出贡献。 
10 结果 
我们医院在改善慢性肾脏病护理服务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并于 2022 年至 2023 年同期对患者满意

度、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患者容量管理依从性和并发症

等指标进行了评价和对比分析[6]。患者满意度：2022
年，我科住院患者满意度评分月平均 93%。经过改善

护理服务后，2023 年的患者满意度评分提高至平均

95%。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评价：2022 年，仅有 60%的

患者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病情和药物。通过护理教育

和指导，2023 年该比例提高至 76%。 
患者容量管理依从性评价：2022 年，患者容量管

理依从性评价仅为 60%。通过临床指导和护理团队的

努力，2023 年该比例提高至 80%。并发症评价：2022
年，导管感染率为 3%、内瘘穿刺透析患者血肿发生率

为 2%、肾穿刺后尿储留发生率为 5%、24 小时尿标本

留取成功率为 70%。通过改善护理操作流程和提高护

理技术水平，2023 年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2%、

1.8%、3%、89%。 
11 结论 
通过对比 2022 年和 2023 年同期的数据，我们可

以明显看到在改善慢性肾脏病护理服务方面所取得的

显著进步。患者满意度得到了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和容量管理依从性得到了加强，同时并发症发生率也

有所降低。这表明我们医院的改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然而，我们

也意识到仍有改进空间，需要持续努力，进一步提高护

理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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