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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患者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应用流程管理

对护理缺陷及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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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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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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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重症监护室肾病患者连续性血液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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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中应用流程管理对护理缺陷及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宝鸡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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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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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作为研究组'对照组患者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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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常规管理!研究

组患者给予
![R

治疗流程管理!然后对两组患者的
![R

相关护理缺陷发生情况及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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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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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护理缺陷发生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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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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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护理缺陷发生率显著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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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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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显著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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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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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中应用流程管理能够显著降低护理缺陷!极大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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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管理属于一种新型护理管理模式#指在护理活动过程

中严格依据相关流程进行全面护理管理#是一种先进的护理管

理理念#能够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照护提供给患者(在危重肾

病患者的治疗中#连续性血液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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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采用的一种极

为重要的治疗手段#由于需要向体外循环引入患者体内的血

液#因此操作风险极高#需要临床护理人员的责任心较强#业务

水平较高(在给予危重肾病患者进行
![R

治疗的过程中#操

作主体通常情况为血液透析和重症监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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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二

者起相互协作作用#这就会造成交接不清'分工内容不明确等

不良问题#对病区间的合作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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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

果
K!c

护理人员没有熟练掌握
![R

专科理论及技能#那么将不

可避免地降低患者的满意度(为了促进对重症医学科
!R[

患

者护理质量的提升#使医疗护理安全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本研

究对本院重症医学科肾病患者
![R

治疗过程中应用流程管理

对护理缺陷及患者满意度的影响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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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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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本院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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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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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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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收治的
4(

例肾病患者#所有患者建

立临时血管通路时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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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置管位置均为股静

脉或颈静脉#均采用滤器为
"U)((

的费森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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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作为

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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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知情同意(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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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类型方面#慢性肾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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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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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急性肾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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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重症肺部感染
4

例#心功能不全
4

例#肾病

综合征
4

例#足细胞病
'

例#溶血性尿毒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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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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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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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对照组患者给予
![R

治疗常规管理#研究组患者

给予
![R

治疗流程管理#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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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流程
!

$

$

&治疗前评估患者流程(在给予患者

![R

治疗之前应该对患者的容量状态'选择血管通路等进行

详细评估#临床医生和
K!c

护理人员共同落实#然后在记录单

上填写评估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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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治疗计划流程(依据临床医

生制订的
![R

治疗计划单#将其和患者评估结果有机结合起

来#将
![R

治疗护理计划制订出来$包括患者出入量'每小时

及其出超量等&($

8

&

![R

治疗实施流程(首先积极主动地与

患者沟通和交流#使患者有效配合#同时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

通和交流#让其对知情同意书进行签订(

![R

专科护士接到

通知后将相关用物完整准备出来#对
![R

治疗计划单进行认

真查看#密闭式管路对
![R

管路进行预冲#将体外循环建立起

来#对机器参数进行准确设置(护理过程中
K!c

护理人员对

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监测#对患者主诉进行耐心询问#对

机器运转情况进行连续观察#保证其始终处于正常运转状态#

对报警进行及时处理#将
![R

出超量计算出来#然后在
![R

记录单上将结果详细记录下来(完成治疗前
![R

专科护士进

行密闭式回血下机($

'

&评价治疗效果流程(对患者治疗后的

生命体征'临床检验指标结果等进行详细评估#并在
![R

记录

单上将其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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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再造与优化
!

流程管理属于一种持续'不断提升

的过程#在制订整个流程过程中积极培训相关人员#使其对

![R

治疗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进行认真学习和熟练掌握(同

时在
![R

流程实施过程中将其和临床针对问题有机结合起

来#对流程进行不断改进和优化#将
![R

环节质量手册检查本

制订出来#并将
![R

环节质量控制管理小组成立起来(质控

小组成员定期检查#

$

次"天#同时定期讨论汇总问题并深入分

析结果#

$

次"月#从而对各项流程实施过程中的效果有清晰的

了解(此外#应用过程中还应该将临床医生'护理人员及患者

的反馈建议及意见有机结合起来#将整改意见提出来#不断优

化
![R

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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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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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观察并详细记录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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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缺陷发生情况#同时依据医院实际情况将调查问卷自行设计

出来#在对两组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进行分析的过程

中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分为
'

个选项#即极满意'较满意'

一般'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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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3R33%(&(

对本研究中所

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
,

$

5

&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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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护理缺陷发生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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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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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护理缺陷发生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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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缺陷发生率显著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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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护理缺陷发生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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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较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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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对照组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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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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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极具专业性#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和较强的责

任心要求#同时在病室床旁操作#护理所面临的风险极大(随

着
K!c

不断深入地开展以
![R

为基础的组合式生命支持治

疗#临床越来越严格地要求治疗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同时护理

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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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流程管理的思路进行积极

借鉴#将目标设定为流程导向#将床旁
![R

治疗患者的管理流

程建立起来#不同护理人员实施不同的流程#在
![R

治疗过程

中贯穿#并不断改进环节#从而促进良性循环的有效建立(在

对
![R

护理流程进行指定过程中#要想将配置置换液错误发

生率降到最低限度#就必须将一些潜在的护理问题寻找出来#

针对问题制订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依据置换液配方对不同颜

色的配方单进行合理选择#从而对其有效区分(又如在专用治

疗车上放置配好的置换液#并使其无菌状态得到切实有效的保

证(将详细的
![R

护理记录单制订出来#使各项职责明确化#

保证临床医生是制订配方单及
![R

治疗单的唯一主体#如果

要对配方进行更改#需要征得临床医生的同意并签字(同时可

以拍下各流程的视频#将全体护理人员组织起来#对视频进行

认真观看和学习#集中讨论关键问题#并将解决方法找出来#对

流程进行不断优化(临床护理人员在流程管理下更易对护理

中的难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然后将有效意见提出来#并针对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流程#从而持续不断地

促进
![R

护理质量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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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
![R

相关护

理缺陷发生率显著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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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

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显著较高#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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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K!c

肾病患者
![R

治疗过程中应用流程管理

能够显著降低护理缺陷#极大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在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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