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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在预防血液透析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效果分析

王虹权

开远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云南开远

【摘要】目的 本文探究对行血液透析治疗的病人实施集束化护理，其对预防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实施

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的主要成员为我院在 2021年 1月份至 2022年 1月份收治的 100例需要进行血液透析

治疗的病人,使用随机平衡法分成甲组与乙组；甲组的病人提供常规护理，乙组病人提供集束化管理，比较

两组病人的护理效果以及病人的感染率，同时比较两组病人的护理满意率。结果 不同的护理方式应用于两

组病人后乙组病人感染率相对较低，同时该组病人护理满意度显高(P<0.05)差异具有显著性。结论 对进行

血液透析的病人提供相关性血液感染的集束化管理，可以减少病人感染的机率，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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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luster nursing in preventing bloodstream infection associated with hemodialysis

catheters

Hongqua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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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ffect of bundled nursing on the prevention of catheter-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hemodialysis. Methods The main members of this study were 100
patients who needed hemodialysi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and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by random balance method; patients in group A provided routine Nursing, cluster
management was provided for patients in group B, and the nursing effect and infe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infect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group B
wa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i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Provide bundle management of related blood infection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which can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infection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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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主要是指病人未受

到其他的感染源，病人血管内导管在置管期间或者

对病人在拔除血管内的导管，其在 48个小时之内病

人出现了菌血症，导致病人体温升高、有寒战发生，

同时其血压降低，为其进行微生物学检查后发现病

人的外周静脉血的细菌呈现了阳性，而一旦出现导

管相关血流感染，容易对病人造成生命威胁[1-2]。血

液透析室，作为一个特殊的治疗科室，该科室不单

纯的对医疗设备具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也需要更高

的技术操作，更高的护理质量，以避免病人治疗后

出现并发症，影响病人的健康[3-4]。血液透析，是为

病人建立血液体外循环，整个透析过程中，需要时

刻关注病人的情况，避免出现并发症等，一旦出现

异常应及时处理。而对于肾脏衰竭的病人需要依靠

透析来维持生命，这类病人体内需要留置导管，就

会增加相关血流感染的风险，影响病人的生命，也

影响病人每次透析的质量[5-6]。而有效的护理可以减

少病人出现导管相关血液感染的风险，以此提高病

人的生命安全，本文主要讨论集束化护理对行血液

透析病人，在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效果上进行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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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 2021 年 1 月份至 2022年 1 月

份于我院收治的 100例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人，

该 100例参与患者当中包括：男性病人的数量为 54
例，女性病人的数量为 46例。其年龄在 42至 87岁
之间，平均年龄(66.7士 2.5)岁。将这 100例病人分

成了甲组和乙组，每组设定病人的数量为 50例。甲

组的病人提供了常规的护理方法，乙组的病人提供

了集束化护理管理；对两组病人的总体情况进行汇

总分析显示(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条件：所有

病人均需要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对本次研究知情

同意；不存在影响本次研究的其他疾病；排除标准：

病人存在其他影响本次研究的其他脏器疾病，存在

精神性质疾病，无法正常沟通，对本次研究存在疑

义。

1.2方法

甲组的病人提供常规的护理管理，主要包括日

常的护理，了解病人置管情况，有无感染发生等。

乙组的病人提供集束化管理，具体包括：1、院内组

建集束化管理小组，组织血液透析病房的护理人员

进行统一培训，学习如何控制和预防导管相关性血

液感染。学习国外的先进护理方法，并进行相关考

核，对于不合格的人员应着重进行培训后再次考核，

合格后方可上岗[7-8]。2、强化护理人员的手部卫生，

严格执行七部洗手法，加强手部卫生的培训，在接

触病人前以及接触病人的物品包括为病人清创时均

应严格洗手，洗手时可以先用专用的皂液或者洗手

液进行清洗，保证手部卫生的质量[9-10]。3、最大化

的保证置管屏障无菌化，保证所有医护人员的口罩、

帽子以及手套等应百分之百无菌。为病人置管时应

穿好隔离衣，使用的无菌巾应告别小孔巾，改用双

层无菌巾，病人的身体应全身覆盖无菌布，最大限

度的减少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风险。4、强化消毒液

的有效时间以及消毒范围，消毒液为 0.2%的安尔碘

消毒液，消毒范围应扩大化，穿刺位置多选择右侧

颈内静脉，减少选择股静脉位置置管的机率，可更

好的监测感染[11]。时刻了解病人的体温变化，包括

穿刺部位的皮肤状况，是否出现了红肿、疼痛，监

测病人白细胞数量的变化等。5、强化置管后监测，

院内应设立置管质量控制小组，对护理人员的整个

操作过程进行监督。小组人员负责监督并进行记录，

一旦出现不符合标准的操作，应及时纠正[12]。6、强

化导管日常护理的重要性，透明敷料一般七天更换，

纱布则两天更换，当出现潮湿或者污染后，敷料随

时更换，并更换药包。病人进行静脉导管留置前，

应指导病人保持安静，不再活动肢体，每次为病人

消毒的时间应控制在 5 分钟左右，抽出病人静脉和

动脉管腔内的血凝块以及肝素，保证管路的通畅。7、
做好病人及其家属的健康宣传教育，提高对于血液

透析的配合度，明确透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做好自我护理，同样有助于减少感染的风险。而为

病人提供相关的心理指导，摆脱因为透析带来的负

面情绪，最大限度的满足病人的需求等，均有利于

提高病人透析的依从性，避免不必要的感染。

1.3观察指标

在对甲组和乙组的病人提供了不同的护理方法

后，对甲组和乙组的病人感染率进行比较，同时比

较两组病人的护理效果。

1.4统计学分析

将进行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使用 SPSS21.0 数

据包处理，文中所涉及到的计数用(n%)表示，行χ2

检验，计量数据用（x±s）表示，行 t检验，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对 100例病人进行不同的护理方法后：甲组

50例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人有 10例出现了感染，感

染率为 10.00%；乙组 50例病人有 1例出现了感染，

感染率为 2.00%；乙组病人出现的感染率更低，显

示 P<0.05，组间具有可比性，符合统计学研究。

2.2在对 100例需要进行血液透的病人提供了不

同的护理方法后，乙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更高，

P<0.05，组间差异存在，详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例/%）

组别 例数
满意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甲组 50 30(60.00%) 14(28.00%) 6(12.00%) 44（88.00%)

乙组 50 46(92.00%) 4(8.00%) 0(0.00%) 50(100.00%)

P值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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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重症医学科，属于工作压力大，工作繁重的科

室，需要涉及到的仪器多，要求高，不容一丝马虎，

否则容易对病人造成伤害，引发并发症的产生，血

液透析是为患有肾衰竭的病人提供有效的治疗，所

以治疗期间会选择静脉置管，可以更好的为病人提

供透析治疗，以达到治疗的效果[13]。置管时会尽可

能的选择合适的位置进行穿刺，需要对病人的局部

皮肤做好相关消毒工作，但进行置管后的 24小时内

细菌会大量繁殖，病人易出现感染，造成菌血症的

发生，威胁病人的生命安全。为了减少该病的发生，

需要提高对病人的护理，而集束化管理，属于新兴

的一种护理模式，强调护理人员对病人的针对性护

理，减少感染的发生。通过对护理人员进行严格培

训、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加强与病人之间

的沟通等措施的运用，不仅有利于降低护患纠纷，

同时还可减少术后感染发生率。强调手部卫生不论

是接触病人前还是接触病人之后，包括为病人进行

置管或者接触过病人的血液和体液之后均应严格清

洁手部，保持手部的卫生[14]。而院内组建的质量监

督小组，积极监督护理人员在为病人整个护理的始

终，包括置管前后的一系列护理，并详细记录，发

现错误急时纠正，减少了感染发生率，提高了护理

的效果。本文通过对两组病人提供了不同的护理方

法后，使用了集束化护理的乙组血液透析的病人发

生感染的机率明显降低，病人得到了更为有效的治

疗，而与此同时该病人的护理满意度也明显得到了

提升，效果明显更好。为病人做好感染的监控，可

以随时监测病人病情的发展，观察病人的体温有无

异常变化，透析过程中有无异常发生，而穿刺之前

建立最大限度的无菌屏障，避免了病人在穿刺过程

中出现感染，负责穿刺的护理人员或在无菌屏障的

最大化上均有利于减少病人出现感染的可能。

综上所述，为需要血液透析治疗的病人提供集

束化护理管理，可减少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机率，

提高病人的治疗效果，减少病人的痛苦，使得病人

在穿刺进行血液透析期间得到了更好的护理服务，

有助于促进病人的恢复速度，具有良好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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