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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RT 患者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减少 
滤器及管路凝血发生率的临床体会

赵晓娟 赵田英 王凤艳 周圣艺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 桂林 541001

【摘要】目的：讨论 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患者接受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减少滤器及管路凝血发生

率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 2022 年 1—10 月收治的 50 例接受 CRRT 治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研究组，每组 25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接受针对性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干预结局。 

结果：研究组患者 CRRT 治疗 12h 内滤器Ⅱ级凝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的凝血功能指标

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的非计划下机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针对性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

CRRT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滤器及管路凝血发生率、非计划下机率，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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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CRRT（连续性肾
脏替代疗法）已从最初的治疗急性肾损伤或急性肾功能
衰竭的范畴，逐渐扩大至应用于 ICU 常见重症，具有调
节机体炎症、减轻应激反应等作用。而在 CRRT 治疗过
程中，受抗凝剂的剂量、操作因素、患者本身凝血状态等
因素的影响，极易发生滤器及管路凝血等并发症 [1]。相
关研究表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
能及时发现和规避存在及潜在的凝血危险因素，充分发
挥 CRRT 疗法的功效，从而实现医疗资源优化与高效利 
用 [2]。鉴于此，本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 50 例接受 CRRT
治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得知优质护理更利于降低
滤器及管路凝血的发生率，详情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我 院 2022 年 1—10 月 收 治 的 50 例 接 受

CRRT 治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研究组，每组 25 例。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58.3±4.2）
岁 ；男 性 20 例，女 性 5 例。 研 究 组 患 者 平 均 年 龄

（58.5±4.6）岁 ；男性 18 例，女性 7 例。两组患者临床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可比。

纳 入 标 准 ：（1）患 者 及 家 属 均 知 情 同 意 ；（2）年 
龄≥ 18 岁。

排除标准 ：（1）临床资料不全者 ；（2）精神意识障碍
者 ；（3）配合度差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 包括监测生命

体征变化、环境管理、心理护理、血管通路保护、营养支持
等。

1.2.2 研究组患者接受预防滤器及管路凝血的针
对性护理干预 具体内容如下 ：

1.2.2.1 防止体外循环管路进入空气
1.2.2.1.1 检查滤器管路松动情况 预冲前检查滤

器及管路配套的安装紧密度 ；预冲过程中轻拍滤器，以
排出滤器中的空气。检查废液压力夹与滤器压力夹、回
输管夹等各管夹是否安装到位与全部打开。要求充分预
冲，夹闭预冲液管路夹后更换预冲液袋，避免管路及滤器
进入空气。

1.2.2.1.2 预防从管路接头进入空气 从管路采样
点采血时需排除空气 ；当出现滤器和管路进入空气的现
象时，先夹闭回输管血液采样点上方管路，再用注射器自
采样点抽出空气 ；夹闭相应管路后再更换置换液及透析
液袋，防止空气从管路断开处进入。

1.2.2.2 体外循环血流量充足
1.2.2.2.1 确保导管充足的血流量 治疗前，检查

导管血流量与治疗时血流速度要求的贴合度。检查其是
否符合要求的方法是用 20mL 注射器连接导管动脉端
抽血，注射器需在 6s 内抽出 20mL 血液，达到 200mL/h
的血流速度表示符合要求，方可连接体外循环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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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2 确保有效循环血量 患者血压及中心静
脉压低，要警惕有血容量不足的可能，故临床需及时实施
多通道静脉补液，并合理调整超滤脱水量，确保患者的有
效循环血量。

1.2.2.3 及时解决压力与探测器报警
护理人员及时处理跨膜压与动脉压等压力报警情

况 ；当滤器压力下降值出现极具升高的现象，提示滤器
大面积凝血 ；滤器压力下降值与跨膜压出现持续升高的
现象，提示滤器进行性凝血 ；动脉压过高报警，提示引血
不畅，需调整患者体位，保持置管侧肢体功能位，并检查
导管是否出现扭曲等影响动脉端压力的情况。要保护性
地约束和监护躁动不安的患者，及时解决压力与探测器
报警的情况，避免血泵停止转动而导致滤器凝血。

1.2.2.4 监测各项参数
1.2.2.4.1 及时发现滤器凝血征象 观察滤器是否

出现血液颜色变暗或黑红色条纹等现象，监测滤器的滤
过效率等参数，提示医师需及时调整抗凝策略及超滤率，
表示抗凝不充分 ；连续 3h 最大超滤量不足 100mL/h，
伴有体外循环管道搏动，表示凝血，需及时换滤器。

1.2.2.4.2 监测凝血参数 治疗过程中需监测凝血
指标 ；高凝状态下的置换液输入，建议使用前进行稀释，
调节置换液输入量至 3000~4000mL/h。

1.2.2.5 预防非计划下机
加强 CRRT 理论知识培训，规范报警处理方式。由

资深护士现场操作演练教学，并制作 CRRT 上机操作流
程指引，规避护士理论水平或实践能力不足等原因引发
的非计划下机情况。通过抗凝理论知识培训、规范抗凝
药物调节方式等措施，规避抗凝不到位引发的非计划下
机。通过制定血管通路导管维护制度指引等措施，规避
因血管通路维护不规范而引发的非计划下机。

1.3 观察指标
1.3.1 滤器及管路凝血的发生率 记录两组患者

CRRT 治疗过程中 12h 内滤器及管路凝血的情况。滤器
及管路凝血程度参照临床滤器凝血分级准确记录。滤器
凝血分级标准，即主要根据滤器纤维束凝血范围和静脉

压、跨膜压等压力指标的变化对滤器凝血程度进行划分。
0 级表示无凝血或仅有少量纤维凝血 ；Ⅰ级表示纤维凝
血不足 1/3 ；Ⅱ级表示纤维凝血大于 1/3 但小于 2/3 ；Ⅲ
级表示纤维凝血大于 2/3，静脉压和跨膜压较前明显升
高。滤器凝血在 0 ~ Ⅰ级表示抗凝效果良好，滤器凝血
Ⅱ ~ Ⅲ级时则说明抗凝效果不理想。

1.3.2 凝血指标 参照纤维蛋白原 FIB 与活化部
分凝血酶原时间 APTT、凝血酶原时间 PT、凝血酶时间
TT 的指标水平，了解患者的凝血功能情况。

1.3.3 非计划下机率 统计两组患者的非计划下
机率，包括抗凝不足、机器问题等原因引发的非计划下机
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分析本研究数据，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Ⅱ级凝血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患者 CRRT 治疗 12h 内滤器Ⅱ级凝血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Ⅱ级凝血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n 例数 发生率
对照组 25 10 40.00
研究组 25 1 4.00

χ2 — 9.441 7.2285
P — 0.002 0.0006

2.2 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各项凝血功能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x± s)

指标 对照组 研究组 t P
TT(s) 14.15±2.15 12.36±2.44 6.147 0.015
PT(s) 17.48±3.06 12.24±2.18 9.136 0.002

APTT(s) 42.32±4.33 36.18±2.21 10.574 0.001
FIB(g/L) 2.74±0.12 2.01±0.02 3.425 0.045

2.3 两组患者非计划下机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非计划下机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非计划下机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n 护士能力不足 抗凝不足 血管通路维护不规范 其他 机器问题 总发生率
对照组 25 2(8.00) 2(8.00) 1(4.00) 1(4.00) 1(4.00) 28.00
研究组 25 1(4.00) 0(0) 0(0) 0(0) 0(0) 4.00

χ2 — — — — — — 5.357
P — — — — — — 0.021

3 讨论
在 CRRT 治疗中发生滤器及管路凝血的现象会降

低透析膜的通透性，弱化治疗效果，甚至无法继续实施治
疗，促使患者机体血液大量丢失，增大贫血等并发症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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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也会加重护理工作量及患者的医疗费用 [3]。发生
滤器及管路凝血的影响因素较多，涉及以下方面 ：（1）血
流速、流量与置管的位置，即血流量变低或变高都有可能
诱发凝血。引发血流量不足的原因包括导管因素、患者
因素。导管因素是指设定机器时血管通路与血流量存在
功能不匹配的情况，促使流速无法上调，从而出现抽吸
的现象，破坏血小板与血细胞 ；在滤器中或血泵里停滞
时间过久的血性泡沫，极易引发凝血的现象 [4]。患者因
素是指患者的低体温，促使血管出现短暂痉挛，引发血
流不畅 ；此外也与躁动有关，促使导管的开口处出现贴
壁现象，从而降低血流量。（2）预冲因素。预冲液缺乏
抗凝成分，预冲相关配套排气不彻底，促使滤器产生积气
现象，是引发凝血的主要原因之一 [5-6]。（3）滤器与管路
因素。聚砜或纤维素类的高分子结构所组成的滤器，有
吸附纤维蛋白和黏附血小板等作用，结合血液内钙离子，
可触发凝血反应 ；此外，滤器的半透膜也会参与激活凝
血系统。（4）抗凝方案因素。护理人员未能依据患者监
测的压力、病情等实际状况，针对性地选用抗凝剂并控制
其用量，易因首剂量与维持量过低而引起凝血的情况 [7]。

（5）治疗模式与参数因素。后稀释法虽能收获较为理想
的溶质清除率，但凝血率也相对较高 ；而前稀释法的溶
质清除率则相对较低。此外，与置换液的相关配方有关。

（6）其他因素。高凝现象、止血药、较久停泵、脂肪乳剂
的补充等因素，也易引发滤器与管路的阻塞，从而降低滤
过率，直接影响整体的疗效 [8]。

CRRT 治疗过程中发生滤器及管路凝血的危害较
大。因此，相对于事后处理，临床更应注重事前预防、事
中控制，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降低发生率。针对性护理
的干预价值突出，可降低滤器及管路凝血的发生率，即要
求护理人员在临床操作中，尽量减少因血流量不足引起
的动脉压报警情况 [9]。预防呛咳吸痰与体位管理不当等
操作会引发血滤导管贴壁或扭曲，从而引发血流量不足
与机器频繁报警。护理人员需根据机器报警及时打开盐
水端代替动脉端，使血泵立即运转起来，减少血液留滞在
管路内的时间 ；当机器报警处理时间超过 3min 时，滤器
与血滤管路会快速出现大面积凝血 [10]。因此，临床需缩
短管路内血液停滞时间，准确判断报警的原因，明确机器
报警的处理措施 ；施行持续的镇痛评估、体位管理等干
预，降低体位更换频率和躁动、负面情绪等因素而引发的
动脉压力多次报警。采取有效的措施干预，更利于延长
滤器凝血的时间 [11]。引发非计划下机的原因较多，包括
护士原因、机器原因、患者体质原因、治疗相关因素等，也
是 CRRT 治疗中护理工作体系要改进的重点，需要求科

室的护理人员充分掌握 CRRT 治疗的专业知识，落实循
证护理等现代化服务理念，以不断优化各护理流程与治
疗环节，合理调整治疗参数与治疗方案，切实降低非计划
下机率 [12]。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干预可降低 CRRT 治疗中的
滤器及管路凝血发生率、非计划下机发生率，进而改善患
者的凝血功能指标，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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