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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安全管理在尿毒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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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护理安全管理在尿毒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收治

的尿毒症患者 68 例，利用电脑随机法将其 68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3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安全管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88.2%，对

照组为 50.4%，实验组护理满意度要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不良发生率 6%，对

照组不良发生率为 26.6%，实验组不良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尿毒症

患者实施护理安全管理，其效果十分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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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uremic patients 

Ziyan Tian, Yanhua Xu, Wei Zheng 

Gansu Provinci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Lanzhou, Gan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uremia. 
Methods Sixty eight patients with urem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3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using computer 
randomizatio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afety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s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was 88.2%,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50.4%.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6%,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6.6%.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with uremia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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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在临床上是较为常见的严重疾病。患者常

出现水肿、乏力、恶心呕吐、贫血等症状。目前，尿毒

症主要治疗方式为透析和肾移植。透析能替代肾脏部

分功能，肾移植则是较为理想的根治手段，但两者均面

临感染、排斥等风险，因此治疗复杂且危险性极高[1-2]。

常规护理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存在短板，难以全面、精准

地把控病情变化和治疗风险。 
引入护理安全管理极为关键，它能全方位监测患

者状况，规范护理操作流程，通过严格的无菌操作、密

切的指标监测等，能够有效提高患者住院护理期间的

安全系数与治疗效果[3]。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次实验探究以我院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肾

内科收治的 68 例尿毒症患者为实验对象。采用电脑随

机法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34 例。对照组（34 例；男

23/女 11；病程 1 年-10 年，平均病程 5.01±2.18 年；

平均年龄 43.29±3.68 岁）。实验组（34 例；男 22/女
12；病程 2 年-9 年，平均病程 6.13±1.20 年；平均年

龄 45.28±2.98 岁）纳入标准：临床确诊为尿毒症且需

规律透析的患者；剔除标准：含有精神障碍者；无法配

合护理干预者。对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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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上患者对本研究均完

全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患者入院后，医护人员对其

病情、身体指标和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评估，并向患者

及家属细致介绍住院注意事项。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密

切监测患者血压、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精准记录体

重和液体出入量，严控水分摄入。还依据肾功能情况科

学定制饮食方案，调控关键营养素摄入，助力患者身体

康复。 
实验组患者给予护理安全管理，具体方法如下： 
（1）组建护理安全管理专项小组；成员包含医生、

护士、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医生主要负责把控病情诊

断与治疗方案；护士负责日常护理与生命体征监测；营

养师定制专属饮食计划；心理咨询师为患者做心理疏

导，共同保障患者治疗安全与身心康复。 
（2）病房护理：责任护士定期检查病床的稳固性，

地面防滑情况等病房设施，妥善放置尖锐物品，对使用

透析设备的患者严格规范流程，全方位保障患者安全，

防止患者跌倒、磕碰等意外发生。同时，责任护士选用

低噪设备与柔软床品，在窗边、墙角放置绿萝等净化空

气，用加湿器、通风系统调控湿度与空气质量，提升透

析患者病房舒适度。此外，责任护士定期对透析病房进

行消毒，保障操作过程处于无菌状态，使其病房空气质

量满足一切治疗需求。 
（3）强化医患沟通，患者住院期间，责任护士始

终保持高度的责任心，主动且频繁地与患者交流互动。

为加深患者对尿毒症的了解，护士可运用多样化的宣

教手段，如开展专题讲座、发放精心编写的宣传册，以

及播放生动直观的科普视频，深入浅出地讲解尿毒症

发病机制、治疗方式以及日常注意事项。通过耐心沟通

与细致讲解，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得以深化，康复的信心

与期望显著增强，进而更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 
（4）密切监测，严控护理质量；尿毒症病情复杂

多变，专项护理小组依据上次检查结果，开启新一轮全

方位强化护理检查。运用专业护理工具和丰富经验，洞

察易被忽视的细微之处。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精神

状态，悉心观察药物使用后的机体反应，跟踪透析后的

身体恢复情况，细致入微地排查各类护理风险。通过一

系列举措，为患者提供专业、贴心的护理服务，全方位

守护患者生命安全。 
（5）心理护理；日常护理时，护理人员主动询问

患者感受，创造私密空间，耐心倾听患者宣泄情绪，不

打断、不评判。交流中，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享成

功案例，给予患者正面鼓励。察觉到患者情绪焦虑时，

用温和的语气给予安慰，以真诚态度赢得患者信任，帮

其消除疾病恐惧，从而提高治疗依从性，使其积极配合

治疗。 
（6）饮食、用药安全护理：饮食上叮嘱患者低脂、

低钾、低磷，优质蛋白原则，控制水分摄入。用药时叮

嘱患者按时按量，并告知药物作用与可能出现的不良

反应。 
（7）定期展开护理安全管理会议：在会议上针对

尿毒症患者护理期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如病情监

测的疏漏，心理护理不足等，最后结合患者实际护理情

况，科学调整护理方案。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护理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2）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x2

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88.2%，对照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为 50.4%，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不良发生率对比 
实验组护理期间不良发生率为 6%，对照组不良发

生率为 26.6%，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4 7（21%） 10（29.4%） 16（49.6%） 17（50.4%） 

实验组 34 25（73.5%） 5（14.7%） 4（11.8%） 30（88.2%） 

χ2 - - - - 10.783 

P - - -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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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不良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药物外渗 脱管 坠床 跌倒 合计 

对照组 34 3（8.9%） 2（5.9） 1（3%） 3（8.8%） 9（26.6%） 

实验组 34 1（3%） 1（3%） 0 0 2（6%） 

χ2 - - - - - 5.314 

P - - - - - 0.021 

 
3 结论 
尿毒症，作为一种严重的肾脏疾病，症状表现多样

且严重，如恶心呕吐、水肿、贫血、乏力等。其死亡率

居高不下，病情极为凶险，不仅使患者身体承受巨大痛

苦，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

担[4]。在临床实践中，常规护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

基本护理需求，但因其局限性较大，难以全方位应对尿

毒症病情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尿毒症患者病情随时可

能恶化，住院期间的每一个护理环节都不容有丝毫差

错，任何细微的疏忽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威胁患者生

命健康。正因如此，若想切实保障尿毒症患者的治疗成

效，守护其宝贵生命，一套系统、科学且行之有效的护

理安全管理体系不可或缺[5-6]。从病情监测、用药指导

到生活照护，各个环节的高质量把控，能为患者构筑起

坚固的健康防线，成为提升患者生存质量、加快身体康

复速度、帮助患者早日恢复身体健康的核心动力。 
在本次实验探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虽能完

成基础的生命体征测量、日常状况记录等工作，满足尿

毒症患者基本护理需求[7-8]。但在病情变化应对、患者

身心整体照护方面，常规护理明显没有实验组护理效

果明显，对比患者护理满意度，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要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实验组实施护理安全管理，护理全过程，医护人员不

仅密切关注病情细微变化，还根据患者个体差异，定制

心理疏导、生活协助等专属护理方案，提前防范潜在风

险，护理期间，实验组不良发生率为 6%，对照组为

26.6%.实验组不良发生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这充分反应出护理安全管理

护理模式针对尿毒症患者，以精细监测、个性护理，风

险预控方面，各项成效远远超于常规护理。 

综上所述，针对尿毒症患者实施护理安全管理，能

够有效降低危险发生率，而且还可有效提高患者住院

护理期间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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