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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应用于血液透析护理管理中的价值分析

杨� 莉*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常州鼎武医院，江苏� 213002

摘� 要：目的：探究于血液透析护理管理中运用风险管理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在����年��月至����年��月本

院收治的���例血液透析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风险管理）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人。结果：相比于对照组，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较高（��������），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

理质量各指标得分均较高（��������）。结论：于血液透析护理管理中运用风险管理，能够提高护理满意度，减少不

良事件的发生，促进护理质量水平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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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application�value�of�risk�management�in�hemodialysis�nursing�management.�Method:�

100�hemodialysis�patients�in�our�hospital�from�December�2018�to�December�2019�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

observation�group�(risk�management)�and�control�group�(routine�nursing),�50�in�each�group.�Result:�Compared�with�the�control�

group,�the�nursing�satisfaction�of�the�observation�group�(94％)�was�higher�(��<�0.05);� the�incidence�of�adverse�events�(8％��

was�low�(��<�0.05);�compared�with�the�control�group,�the�scores�of�nursing�quality�indicators� 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

higher�(�����������Conclusion:�The�application�of�risk�management�in�hemodialysis�nursing�management�can�improve�nursing�

satisfaction,�reduce�the�occurrence�of�adverse�events,�and�promote�the�improvement�of�nursing�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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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风险事件的发生率较高，一般来说，风险事件指的是医院的职工对患者、患者家属及工作人员

造成的伤害>��。近年来，为促进医院的护理质量有效提高，医院的护理管理者不断地深入探究有效的护理手段，以便

将良好的治疗环境提供给患者，防止风险事件的发生。运用血液透析治疗的目的在于将患者机体内的有害物质清除，

从而使电解质和酸碱维持在平衡状态>��。为避免发生风险事件，提高治疗效果，需要将风险管理应用于血液透析护理

管理中。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在����年��月至����年��月本院收治的���例血液透析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人。观察组男��

例、女��例，平均年龄（����������）岁；对照组男��例、女��例，平均年龄（����������）岁。一般资料无差异，��

������，有可比性。

（二）方法

运用常规方法护理对照组，涉及日常生活、用药、饮食、内瘘保护和日常护理等相关方面的护理。加强对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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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理风险管理。

���分析风险因素

血液透析过程中会大量清除体内的毒素物质，迅速降低血浆中溶质的浓度，降低血浆渗透压，增加脑组织的渗透

压，使得大量的水转移至脑组织中，明显增加颅内压，使颅内的pH改变。

���护理方法

（�）风险预防体制的完善

合理评估不同症状和病情状况的血液透析患者，密切关注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护理具有护理

风险的患者，对风险评估监控表进行合理创建，将交接班情况在提示板上注明。对于重点关注的患者，护士长应每日

进行点评，并将重要内容注明在提示板上，同时在专用记录本上仔细记录，从而起到重点防范作用。

（�）对于安全隐患运用头脑风暴法进行分析

对于安全隐患情况，护士长应每周组织全体护理人员进行分析总结，确保每位护理人员都能各抒己见，同时通过

首优、中优及次优的顺序进行合理排序，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要做到实时监督措施的落实情

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安全隐患积极预防，并对措施落实情况从护理安全的角度进行积极评估，加强对护理质量的有

效控制>��。

（�）各类风险监控的不断加强

妥善合理监管各项护理风险，针对护理措施的实施情况，一般由主责护士进行监督。针对重点环节、重点时段及

重点患者的管理情况，应由护士长统一管理。

（�）使健康教育质量提高

将健康教育处方合理制定出来，并进行健康教育宣传单页的制作，以便患者取阅，从而使患者对相关疾病提高认

知水平。

（�）血液透析期间维持钠平衡

完成血液透析以后，会降低患者的肌酐水平，容易导致脑缺氧、脑水肿等相关症状出现，最终导致失衡综合征形

成。所以，患者在进行血液透析之前，需要对脉搏和血压进行严密监测。

（�）心理干预

因血液透析的治疗周期较长，患者对家庭存在愧疚感，且由于长时间治疗而对生命的意义产生质疑等，所以导致

患者较易出现不配合的情况，所以，护理人员应当寻找合适的时机与患者进行密切沟通，对其实施心理疏导，将血液

透析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告知患者，让患者更加全面地认识这种治疗手段，增强信心，将各种不良情绪消除。

（�）饮食干预

保持合理的饮食能够使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有效延长，促进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为补充充足的维生素，应

当适当摄入蔬菜、水果、谷类食物等>��。而针对蛋白质的摄入，需要根据血液透析患者的并发症、营养状况、透析效

率及肾功能等相关情况决定。为促进患者疾病恢复，使血液透析患者保持均衡的营养摄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因

此，护理人员需要制定出合理的饮食方案，指导患者科学饮食。

（�）医院需要定期培训护理人员的护理风险管理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

培训的内容有专科护理技术、急救技术、基本技能、常规护理操作等；风险评价、鉴别、评估新入院的患者；

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中需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提高自身的责任感，认真地对每位患者负责；护理人员也应当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掌握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技巧，防止在工作中发生言语失误；将合理、科学的排班制度制定出来；科室

内需要定期开展和组织座谈会，全面地了解护理人员的情绪状态，并积极的疏导其不良情绪，否则会影响护理工作

的开展。

（三）观察指标

对比护理满意度、不良事件发生和护理质量情况，其中护理质量包括基础护理、专科护理、护患沟通及透析大厅

和辅助用房管理四项内容，���分为满分，分数越高则护理质量越高。

（四）统计学分析

运用6366����统计学软件，用 � �± 、�（％）表示，����检验，��������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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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

（一）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见表�。

表1�比较护理满意度[�（％）]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0 21 26 3 94％（47/50）

对照组 50 15 24 11 78％（39/50）

�2 14.084

� <�0.05

（二）对比不良事件

观察组��例患者中，不合理的透析护理、护理投诉、不合理医嘱处理发生例数分别为�例、�例、�例，不良事件

发生率为�％（����），对照组不合理的透析护理、护理投诉、不合理医嘱处理分别为�例、�例、�例，不良事件发生

率为��％（����）。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三）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观察组基础护理、专科护理、护患沟通和病室管理各指标评分分别为（�����������）分、（����������）

分、（����������）分、（����������）分，对照组基础护理、专科护理、护患沟通和病室管理各指标评分分别为

（����������）分、（����������）分、（����������）分、（����������）分。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

四、讨论

护理风险管理这一管理形式存在一定的创新性，可以使护理的风险程度有效降低，使护患纠纷的发生减少。按照

患者的心理情况和实际病情状况，为患者采取针对性、个性化、全面、系统的护理措施，从而使紧急事件的发生减

少，保证患者的治疗安全。风险管理最终目的是保障病人安全，杜绝护理差错，提升护理品质，避免医疗纠纷。少部

分高龄患者和新进入透析阶段的患者病情状况会比较危重，容易有医疗意外和严重并发症发生。医护人员操控透析设

备的熟练程度对治疗效果具有直接影响作用。因此需要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传统护理手段在工作中对护理风险的重视度较低，容易导致不良事件发生。在医院护理工作中，高水平的护理管理

可以促进治疗效果有效提高，同时还可以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现阶段，在临床中具有广泛应用的护理手段之一为风

险管理，风险指的是专业地评估有可能会出现的不良情况，然后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前预防，防止出现不良事件>��。将风

险管理小组建立起来，定期培训小组成员，在护理血液透析患者期间，严格要求护理人员，对于相关护理操作需要遵循

《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国家����版）或者《江苏血液净化技术管理规范》（����版），从而使不良事件的发生减

少，促进医院的护理质量有效提升>����。此外，风险管理的实施，可以对护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更加准确地分析，对存在

于护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准确的识别，可以在血液透析的护理环节和流程中对护理管理的细节进行有效处理，最终将良

好的护理效果获得>�����。

本文通过探究于血液透析护理管理中运用风险管理的应用价值，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较高，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且护理质量相关指标评分较高，均具备统计学意义（��������）。

五、结论

综上所述，医疗风险管理是指医院有组织的消除或减少医疗风险对病人的危害和经济损失。将风险管理应用于血

液透析护理管理中，可以提高护理满意度，使不良事件的发生减少，还可以有效提升护理质量水平，保证患者的治疗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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