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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并发低血压的原因及护理对策& 方法’对行维
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 .2+ 例患者%在治疗中发生低血压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护理对策& 结果’
2, 2*3例次患者发生低血压 2 -0- 次%发生率为 3S./L& 主要原因包括有效循环容量的减少’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内分泌及透析液因素’降压药等方面%所有患者经抢救治疗后均好转%无一例死亡& 结论’加强对患者
的健康宣教%控制超滤脱水量%制定合理的透析方案%积极治疗基础疾病及治疗中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等是预防
血透并发低血压发生和保证透析效果的关键&
’’"关键词#’血液透析$’低血压$’原因及护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T/13S1’"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0/ 4*,+-$.+2+%+, 4+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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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及血液净化技术的不断
改进和发展%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越来越多& 而低血压是
血液透析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可高达 1+L ]
01L(2) & 笔者回顾性总结和分析 .++,6+2 ].++,62. 我中心
.2+ 例血液透析患者%共进行 2, 2*3 例次血液透析%并发
2 -0-例次低血压的原因%并提出治疗和护理措施%现报道如
下&

D;资料与方法

DED;一般资料;本组 .2+ 例中%男 22- 例%女 3/ 例$年龄 .2
]3* 岁%平均 -2S1, e2.S*1 岁& 透析时间 2 个月 ]2- 年 -
个月& 其中慢性肾炎 12 例%高血压肾病 -+ 例%糖尿病肾病
-/例%梗阻性肾病 2- 例%痛风性肾病 1 例%多囊肾 - 例%慢性
间质性肾炎 , 例&
DEF;方法
2S.S2’血液透析方法’患者全部选用碳酸氢盐透析%每周 .
]* 次%/ ]/S1 ;V次& 采用费森尤斯 /++,"血透机%l- 聚砜
膜透析器%血流量 21+ ].*+ 7:V79=& 血管通路!动静脉内瘘
及动静脉直接穿刺或置双腔管&
2S.S.’低血压诊断标准’所有患者透析前’透析开始后’透
析过程中 +S1 ]2 ;以及透析结束回血时各监测血压 2 次并
记录%任何 2 次与透析前血压相比平均动脉压下降 *+ 77!>
以上或收缩压降至 3+ 77!>以下(.) %伴或不伴有低血压症
状%均视为透析相关性低血压&
2S.S*’低血压紧急处理方法’一旦发现患者血压明显下
降%同时伴有脉搏细速’脸色苍白’打哈气’抽搐’意识不清等
症状应立即停止超滤%给予 1+L葡萄糖 -+ ]2++ 7:或 +S3L
氯化钠 2++ ].++ 7:快速注入%同时减慢血流速%取头低脚高

位%吸氧%提高透析液钠浓度%降低透析液温度等& 待患者症
状缓解%血压恢复正常后继续透析& 如持续低血压%可予升
压药%必要时终止透析%对症处理&

F;结果

2, 2*3 例次患者在透析中并发低血压 2 -0- 例次%占同
期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 3S./L& 低血压发生时间为 2 ;
内出现者 ,. 例次%. ]* ; 出现者 //1 例次%* ]/ ; 出现者
2 2/3例次& 全部患者经处理后症状均在 1 ]*+ 79= 内缓解%
血压恢复至 3+ 77!>以上%无一例死亡&

G;血液透析致低血压的原因分析

GED;有效循环容量的减少因素;透析开始时出现低血压主
要是大量血液迅速进入体外循环"约为 21+ ].++ 7:#%使得
体内有效循环容量降低%导致低血压& 本组患者由此引起的
低血压 ,. 例次%多见于年老体弱’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差的患
者& 在透析的中后时段%如透析期间体重增长过多%每小时
超滤超过体重的 2L%每次超滤超过体重的 /L ]1L%使有
效血容量减少%导致血压下降& 本组患者由此引起的低血压
2 2/3 例次&
GEF;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及内分泌因素;在维持性透析患者
中%超滤后期交感神经张力的反常降低%血管对交感神经刺
激的反应性降低& 尿毒症患者的前列腺素"有较强的舒张血
管作用#分泌紊乱%造成在透前少’透后高而造成低血压$另
外患者的钠潴留刺激心钠素分泌引起低血压&
GEG;透析液因素;透析液的温度较高时%皮肤血管床开放%
静脉内淤血%有效循环血容量的减少%可导致透析相关性低
血压& 有研究表明%透析液的温度每增加 2S2 ‘%透析中低
血压的发生率会增加三倍(*) & 为了保持透析患者的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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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透析液中的钠略低于正常的血钠值%但如果透析液中钠
低于 2*1 77(:V_时%可使渗透压下降%增加心血管的不稳定
性和血容量再充盈下降%从而引起低血压&
GEH;药物和食物因素;透析前服用降压药物%降低了机体
对容量减少引起的缩血管反应%易发生透析中低血压和透后
直立性低血压$透析过程中大量进食会造成全身器官的血容
量重新分布%使有效血容量减少而引发低血压& 本组有 .2
例因进食原因引起低血压&
GEI;其他诱发因素;严重贫血’低蛋白血症’感染’出血等
使血容量下降%发生低血压& 另外%透析膜的生物相容性差
可以导致过敏反应’低血压危象’低氧血症以及透析后疲乏
综合征等急性反应& 本组有 - 例对 l- 聚砜膜透析器不适
应%而导致过敏反应和低血压&

H;护理对策

HED;加强健康宣教;一是向患者说明控制水钠摄入的重要
性& 体重的改变是液体平衡的最好指标%透析患者要严格控
制体重的增长%透析期间体重增加不宜超过 2 \>VU%每小时
超滤不宜超过患者体重的 2L%每次超滤量应不超过体重的
/L ]1L%患者超滤后体重应不低于干体重& 二是指导饮
食& 无尿患者应以干食为主%如馒头’米饭%避免进食流质及
半流质%如稀饭’汤面条%尽量不喝水%口渴难忍时%可用凉茶
水或冰水漱口%钠摄入限制 2 ]. >VU%避免透析过程中超滤
过多过快%以保证有效循环血量&
HEF;根据个体差异制定透析方案;反复出现低血压的患者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透析方法& "2#序贯透析!即在透
析前 2;不透析单超%快速脱水%使血浆渗透压得以维持$".#
低温透析!即将透析液的温度调至 *1 ]*1S1 ‘%低温透析可
以引起冷压反应和儿茶酚胺增加%外周血管阻力增加%肾上

腺素水平增高%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稳定%并可防止热应激
引起的不良反应$"*#高6低钠透析!即在透析开始时将钠浓
度调至 21+ 77(:V_透析 * ]*S1 ;%在结束前 2 ;调至 2*1 ]
2/+ 77(:V_%以防止患者口渴和透析期间体重增加过快(/) &
HEG;合理使用降压药;对于容量依赖型高血压患者%透析
过程中超滤脱水易导致血压降低%因此透前应减少降压药剂
量或停服%慎用镇静剂& 对进餐过程中经常出现低血压的患
者%则尽量避免进餐%如要进食应在开始 2 ]. ; 为宜或进食
时静推 1+L葡萄糖 /+ ]-+ 7:&
HEH;去除各种诱发因素和积极治疗基础疾病;对严重贫血
的患者%要积极纠正贫血或预充血液%透析开始时%动脉端引
血’静脉端回液同时进行预充& 对低蛋白血症者在透析中输
入白蛋白’血浆或其他胶体溶液& 对年老体弱者应采用小面
积’低效率’生物相容性好的透析器& 给予预防性吸氧%特别
是有心肺疾病者%可帮助改善和维持心脏的功能%防止透析
中低血压和心绞痛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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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手术护理记录表-提高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方法’把原来复杂的手术
室护理记录内容制定成,手术室手术护理记录表-%以便于规范管理& 结果’实行手术室护理记录表后缩短
了手术室与手术病房交接时间%增加了安全性& 结论’规范手术室护理记录%能有效减少护理差错事故的发
生%方便了手术室的护理人员%节省了时间%值得推广&
’’"关键词#’手术护理记录表$’护理管理$’优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T/0.S*’"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0/ 4*,+-$.+2+%+, 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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