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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净化中心护理干预在血流通路管理中的应用 

曹晓蕾 

扬州大学附属南通瑞慈医院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探讨血液净化中心护理干预在血流通路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为优化血流通路管理、提高血液

净化治疗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 2023 年 9 月-2024 年 9 月期间 200 例在血液净化中心接受治疗的患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 10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针对性的血流通路管理

护理干预措施。观察指标包括血流通路并发症发生率、通路通畅率以及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采用统计学软

件 SPSS 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经分析，在血流通路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通

路通畅率上，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方面，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表明血液净化中心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在血流通路管理中效果显著。结论 血液净化中心实施针对性的血流通路管

理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降低血流通路并发症发生率，提高通路通畅率，提升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对保障血

液净化治疗的顺利进行和患者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应在血液净化中心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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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blood flow pathway management 
in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to provide basis for optimizing blood flow pathway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Methods 200 patients receiving treatment in th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from September 
2023 to Sept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lemented targeted blood flow 
pathway managem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routine care. Outcome measures included blood flow access 
complication rates, access patency rate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Results After analysis, in terms of the incidence of blood flow pathway complication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erms of pathway patency rat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atient's response to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erms of satisfac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t shows that the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th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management of blood flow pathways.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blood flow pathway managem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th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blood flow pathway complications, improve the pathway patency 
rate,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and the safety of patien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 of people and should be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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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血液净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肾脏替代治疗方法，广

泛应用于终末期肾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血流通路作

为血液净化治疗的关键环节，其通畅性及安全性直接

影响着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健康状况。然而，在血流通路

的使用过程中，常因各种因素出现如血栓形成、感染、

血管狭窄等并发症，给患者带来痛苦并影响治疗的顺

利进行。因此，在血液净化中心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措

施对血流通路进行科学管理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

讨相关护理干预在血流通路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1 研究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了 2023 年 9 月-2024 年 9 月期间在我

院血液净化中心接受治疗的 20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年龄范围在 20-70 岁之间，平均年龄（48.5±10.5）
岁。其中男性患者 120 例，女性患者 80 例。涵盖了慢

性肾衰竭、尿毒症等多种需要血液净化治疗的疾病类

型。将这 20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各 100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类型、病

情严重程度等一般资料方面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按照医

嘱进行血液净化治疗相关操作，如透析液的配制、透析

管路的连接等；对患者进行基本的生命体征监测，如体

温、血压、心率等；给予患者一般的健康宣教，告知其

血液净化治疗的基本流程、注意事项等。实验组患者在

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针对性的血流通路管理护理干预

措施，具体如下：1.通路评估与监测：在患者每次进行

血液净化治疗前，护理人员对血流通路进行全面评估，

包括检查血管通路的外观，如有无红肿、渗液等情况；

触摸血管的搏动、震颤情况，判断通路是否通畅；评估

患者的肢体活动情况，是否影响通路的正常使用等。在

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持续监测血流通路的压力变化，

通过透析机上的压力监测装置，实时关注动脉压、静脉

压等指标，一旦发现压力异常波动，及时查找原因并采

取相应措施，如调整透析参数、检查通路是否堵塞等[1]。

2.预防血栓形成：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肢体活动，在血

液净化治疗间歇期，鼓励患者进行简单的四肢屈伸、旋

转等活动，每次活动时间控制在 10-15 分钟，每天进行

3-4 次，以促进血液循环，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对于

采用动静脉内瘘作为血流通路的患者，护理人员定期

对内瘘进行按摩，按摩手法轻柔，从内瘘的近心端向远

心端进行，每次按摩时间约 5-10 分钟，每周进行 2-3
次，有助于保持内瘘的通畅[2]。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抗凝药物，如低分子肝素等，

严格控制药物剂量和使用时间，以预防血栓形成，但同

时要密切关注患者有无出血倾向，如观察患者的皮肤、

黏膜有无出血点、瘀斑等情况[3]。3.感染防控：加强血

流通路部位的清洁护理，对于动静脉内瘘患者，指导患

者保持内瘘部位清洁干燥，避免沾水、受压、碰撞等，

每次透析前，护理人员用碘伏等消毒剂对内瘘部位进

行消毒处理；对于使用中心静脉导管的患者，严格执行

导管护理规范，每次透析前后对导管进行严格消毒，更

换无菌敷料，观察导管周围皮肤有无红肿、渗液等情况，

确保导管通畅且无感染迹象[4]。强化血液净化中心的环

境消毒，每日对治疗室、候诊区等区域进行全面清扫和

消毒，采用合适的消毒剂对透析机、透析床等设备及患

者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进行消毒处理，减少环境中的

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数量，降低感染风险。对医护人员

及患者进行感染防控知识宣教，告知医护人员在进行

血流通路相关操作时要严格遵循无菌操作原则，提高

医护人员的感染防控意识；同时向患者宣传保持个人

卫生、避免随意触摸通路部位等知识，提高患者的配合

度。 
1.3 观察指标 
（1）血流通路并发症发生率：通过观察患者在血

液净化治疗期间是否出现血栓形成、感染、血管狭窄等

血流通路相关并发症，统计两组患者发生并发症的例

数，计算并发症发生率，以反映不同护理措施对血流通

路并发症预防的效果[5]。 
（2）通路通畅率：在每次血液净化治疗前，通过

检查血流通路的通畅情况，如触摸血管的搏动、震颤情

况，结合透析机上的压力监测指标等，判断通路是否通

畅。统计两组患者中通路通畅的例数，计算通路通畅率，

以衡量不同护理措施对维持通路通畅的作用。 
（3）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在患者完成血液

净化治疗疗程后，采用自制的患者对护理干预满意度

调查问卷对患者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护理技术、服

务态度、血流通路管理效果等方面，满分为 100 分，得

分越高表明满意度越高，以此衡量不同护理措施下患

者的主观感受[6]。 
1.4 研究计数统计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 （ ͞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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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从表 1 的数据可以清晰看出，在血流通路并发症

发生率方面，对照组患者中有 20 例发生血流通路并发

症，发生率为 20%，而实验组仅有 8 例发生，发生率

为 8%，P<0.05，表明实验组实施的针对性血流通路管

理护理干预措施显著降低了血液净化中心患者血流通

路并发症的发生率，对预防血流通路并发症起到了重

要作用。 
在通路通畅率上，对照组患者中通路通畅的例数

为 80 例，通畅率为 80%，实验组患者中通路通畅的例

数为 92 例，通畅率为 92%，P<0.05，可见实验组的护

理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提高血液净化中心患者血流通路

的通畅率，保障了血液净化治疗的顺利进行。关于患者

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对照组患者平均满意度为（75.5
±5.2）分，实验组为（90.5±4.5）分 P<0.05，表明实

验组的血流通路管理护理干预措施以及全方位的护理

服务得到了患者更高的认可，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干预

的满意度。 
表 1  两组效果对比 

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p 值 

血流通路并发症发生率（%） 20%（20/100） 8%（8/100） P<0.05 

通路通畅率（%） 80%（80/100） 92%（92/100） P<0.05 

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分） （75.5±5.2） （90.5±4.5） P<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所采用的针对性血流通

路管理护理干预措施在血液净化中心患者血流通路管

理中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血流通路并发症发生

率降低方面，通路评估与监测能够及时发现通路存在

的潜在问题，如血管的异常变化、压力波动等，从而采

取相应措施进行预防和处理，有效减少了并发症的发

生风险。预防血栓形成措施通过指导患者适当活动、对

内瘘进行按摩以及合理使用抗凝药物等，促进了血液

循环，降低了血栓形成的风险，进而减少了因血栓导致

的血流通路并发症。感染防控措施从通路部位的清洁

护理、环境消毒以及人员宣教等多个方面入手，有效降

低了感染的风险，避免了因感染引发的血流通路并发

症[7]。在通路通畅率提高方面，通路评估与监测以及预

防血栓形成、感染防控等措施相互配合，共同维持了血

流通路的良好状态。通过及时发现并处理通路问题，促

进血液循环，防止血栓和感染等不良因素的影响，使得

通路能够保持通畅，保障了血液净化治疗的顺利进行
[8]。对于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提高，一方面是因为

针对性的血流通路管理护理干预措施有效降低了患者

面临的血流通路并发症风险，让患者感受到了护理措

施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实施这些护理措施的过程中，

护理人员更加关注患者的情况，如在通路评估、指导活

动、消毒护理等方面给予患者详细的指导和关怀，让患

者体验到了更优质的护理服务，从而提高了满意度。 
4 结论 
综上所述，血液净化中心实施针对性的血流通路

管理护理干预措施具有显著的效果。通过通路评估与

监测、预防血栓形成、感染防控等多方面的措施，有效

降低了血流通路并发症发生率，提高了通路通畅率，提

升了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因此，这些护理干预措

施值得在血液净化中心推广应用，以保障血液净化治

疗的顺利进行和患者的健康，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

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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