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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血液透析是治疗终末期肾脏病常见手段，可延长患者生

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1]。据统计，中国目前拥有慢

性肾脏病患者约 1.2 亿人，而仅在 2016 年的一年中，慢性

病肾脏病患者增长人数就达到 7.5 万余人，由此可见，未来

终末期肾脏病患者将会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 [2]。近年来，随

着血液透析技术的普及和国家医保相关政策的完善，血液透

析患患者透析的生命得到明显的延长，但是反复的血液透析

对患者的身、心健康、经济状况、人际交往和家庭关系等方

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长期面对这

类人群，特殊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血液透析室护士比普

通病房护士需要承担更大的工作压力和挑战 [4]。

2 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的健康状况
血液透析室属于人—机结合科室，血液透析室内机器

较多，机器在工作时发出声音，较多的机器同时工作形成

噪音污染。中国对医院环境噪声标准值为 35dB，极限值

为 45dB。然而在血液透析室仅水处理机工作时产生的噪

音就有 65dB；血液透析机透析液搅拌时产生的噪音也在

42~70dB 之间；透析机工作时产生的声音也在 35~73dB 之

间 [5]。由此可见：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长期工作在高噪音环

境中，长期的高噪音环境会引起头痛、失眠、情绪烦躁、精

神紧张等一系列不良反应 [6]，特殊的环境也使血液透析室护

士容易产生疲劳感、紧张感，并且易造成职业危害的发生，

因此对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7]。

调查采用康奈尔健康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血液透

析室护理人员进行身心健康状况调查 [8-9]。调查发现，血液

透析室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阳性率为 15.1%~16.07%，心理

阳性率仅为 7.43%~8.93%。通过调查可以得出结论：血液透

析室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状况存在一定问题。此外，调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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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时显示躯体方面问题集中在眼和耳（24.59%~24.67%），

其 次 为 消 化 系 统（18.25%~18.26%）、 生 殖 泌 尿 系 统

女（17.65%~17.67%），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集 中 于 不 适 应

（19.40%~19.42%），其次是敏感（13.33%~13.31%）、愤

怒（11.21%~11.22%）。由此可见：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身

心健康均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3 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健康的影响因素

3.1 外部影响因素
血液透析室患者大多病情复杂且危重 [10]，患者对护理

安全需求最高，但在其他方面如环境温馨舒适、健康知识教

育、护理人员穿刺技术水平等也有较高需求 [11]。大部分血

液透析患者病程长、病情复杂，有研究表明 [12] 血液透析室

患者每年透析用费用需要 8~10 万元，透析及相关并发症治

疗产生了较高的费用，给患者及家属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压

力。使得部分血液透析患者存在消极、悲观情绪，有的患者

甚至脾气易怒、暴躁，直接迁怒于护士，护理人员言语及操

作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患者的不满，护理人员在维护良好护

患关系过程中感受到明显的压力。同时，护理人员还要协调

好和医生、技师、管理者等之间的关系，这也增加了血液透

析室护理人员的压力 [13]。

3.2 职业暴露
第一，针刺伤是血液透析室护士最容易发生的职业暴露，

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需要频繁对血液透析患者进行动静脉

内瘘穿刺、抽血、上机引血、下机拔针、处理穿刺针等，每

天重复的操作，直接增加了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发生针刺伤

事件的概率 [14]。

第二，血液透析室是血液透析患者的主要场所，所有操

作均由医护人员直接完成 [15]，尤其是血液透析过程中迸发

低血压的患者，可能会发生呕吐，护理人员在处理紧急意外

时，随时都有可能接触到患者的体液、分泌物及排泄物。另

外，在为血液透析患者下机过程中，护理人员的皮肤、粘膜、

眼部也有被患者血液喷溅的可能 [16]。

第三，血透室护理人员需要经常接触各种化学消毒剂，

对皮肤黏膜及呼吸道都有一定的刺激 [17]，对身体也产生了

一定的伤害。

3.3 高风险性工作性质
血液透析每分钟至少有 200mL 血液暴露在人体以外，

而在透析过程中可能出现凝血、透析管路故障以及患者本身

有可能伴随痉挛、呕吐、心跳加快等并发症。一旦出现此类

情况，护士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紧急抢救 [18]。因此，血

液透析室护理工作具有工作强度大、技术含量高、风险性大

的专科特点 [19]，此外随着先进的血液净化技术的开展，各

种先进的机器的引入也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难度，稍有疏

忽便可能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进而增加了

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

3.4 患者对护理人员穿刺水平要求过高
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糖尿病、高血压

肾功能衰竭导致透析患者呈逐年增多趋势，血液透析患者的

血管条件较差普遍存在着钙化、动脉粥样硬化等现象 [20]。

血液透析患者在动静脉内瘘穿刺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疼痛现

象，使患者产生了负面情绪，对患者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21]， 

倘若穿刺失败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也加大了血液透析护

理人员的心理负担。此外，功能良好的血管通路是进行血液

透析治疗的必备条件，随着血液透析患者生命的延长，血管

通路的建立、使用和维护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临床问题［22］，

如何维护功能良好的血管通路对血液透析室护士也提出了

更高的专业要求。

3.5 人力资源短缺
护理人员不足直接加重了工作量，人力资源短缺也加重

了护理人员的职业风险。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长期在高压力

环境下工作，身心均严重负荷，长久以往会出现一系列的负

面情绪。再加上长时间持续治疗、病情发展变化快、操作难

度大等专科特点，明显增加了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的工作压

力，使其过度消耗体力。一般治疗结束之后，护士会出现全

身疲惫、食欲减退、失眠等症状。此外，上班无规律，会影

响其消化系统，也极易引发各种肠胃病 [23]，但现在护理人

力资源不足是一个普遍问题，且解决其需要一定的时间 [24]。

3.6 非护理性质工作过多
通过季雪梅 [25] 的研究调查发现，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

休息时间需要参加各种考试、培训、会议、还要接受上级的

各种检查考核，过多的非护理性质工作，也给血液透析室护

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3.7 低年资护士工作经验缺乏
在血液透析领域，护理人员应当具有较高的水平，对护

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能够为患者提供系统的治疗、支持以

及监控 [26]。有研究表明 [27-28]，护理人员年龄越小、临床护

理经验少、业务技能不熟练等因素，给护理人员身心造成了

不良影响，血液透析室工作年限越长，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

状况越好。因此，在血液透析室护士的培养过程中，不仅要

提高年轻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业务能力和新技术学习的同

时，同时要观察护士的适应程度、心理健康状况，并且加强

心理卫生保健知识方面的学习 [29]。

4 结论
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脏病主要治疗手段，近年来患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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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明显增加、临床病症特点越来越复杂，直接增加了血液透

析室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和难度 [30]。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

受高负荷工作影响，容易出现工作热情下降、工作时专注力

降低，工作投入感水平下降 [31]。综上所述，血液透析室护

理人员身心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性质导致

护理人员极易产生负性心理，身心健康的发展存在一定问

题，在具体护理实践中既要注重工作能力的培养，又要引导

其进行心理调节，构建良好的心理反应模式，使得血液透析

室护理人员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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