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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是血液透析治疗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操作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治疗效

果和透析安全。为了规范血液净化护理人员的预冲操作行为、提高操作水平、确保患者安全，上海市护理学会

于 2023年 11月发布了《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规程》团体标准。为帮助广大血液净化专科护理人员更好

地理解和运用标准，我刊本期特邀该标准的主要负责人、上海市护理学会血液净化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

静老师及其团队，围绕标准编制的背景及方法、内容及要点、应用推广建议及思考等方面进行详尽解读，旨在促

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标准化、同质化的预冲操作，为规范临床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行为提供指导。

上海市护理学会《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规程》团体标准解读

刘玲玲，接艳青，陈 静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 200003）

摘要：为系统、全面地制定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方法和

细则，规范血液净化专科护理人员预冲操作行为，上海市护理

学会于 2023 年 11 月发布了《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规

程》团体标准。本文从团体标准制定的背景及过程、主要特点

及内容、临床应用推广建议等方面进行详尽解读，旨在帮助临

床护理人员更好地理解与执行标准，促进维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护理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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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Standard Pre-flush Operation Standard of Extracorporeal Circulation 
with Hemodialysis by Shanghai Nursing Association
LIU Lingling, JIE Yanqing, CHEN Jing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 Shanghai 200003）
Abstract: In November 2023, the Shanghai Nursing Association issued the association standard Pre ⁃
flush Operation Standard of Extracorporeal Circulation with Hemodi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outline the methods and detailed rules for pre ⁃ wash operations during extracorporeal 
circulation with hemodialysis and standardize the pre ⁃ wash operations of nurse specialists involved in 
blood purifica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standard, covering its 
formulation background and proces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aiming to assist clinical nurses in understanding and executing the standard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nursing quality for patients o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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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病患者最主要的肾脏替代治

疗方式之一。其具体方法是将血液引出体外，通过弥

散和对流原理清除血液中代谢产物、有害物质和过多

水分并补充溶质[1]。据全国血液净化病例信息登记系

统（Chinese National Renal Data System，CNRDS）数据

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血液透析总患病率为每百

万人 597.7，全国有 7 298家血液透析中心，血液透析在

透患者人数高达 84.4万[2]。预冲操作是血液透析治疗

的重要基础环节。为规范落实体外循环预冲操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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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护理学会血液净化护理专业委员会组织北京、上

海、浙江、福建等多地专家，共同制定了《血液透析体外

循环预冲操作规程》团体标准（以下简称为《标准》）[3]。
该标准的制定为不同血液透析机型的预冲操作建立了

普遍、适用的要求。本文围绕《标准》制定的背景及方

法、具体内容及临床应用建议等进行详尽解读，旨在促

进《标准》的应用推广，进一步规范临床血液透析治疗

的预冲操作。

1　《标准》概述

1.1　《标准》制定的背景　加强临床基础护理、促进血

液净化技术高质量发展是《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行动

计划（2023－2025年）》时期血液净化中心医护人员的

重要工作之一。体外循环预冲操作是血液透析治疗顺

利进行和透析充分性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国内外学

者对血液透析体外循环装置的安装、预冲方法进行了

系列研究并发布了相关标准和指南[4-5]，对安装预冲操

作流程和预冲环节制定了相应要求。但由于临床存在

不同血液透析机型，其体外循环装置安装、预冲方法存

在一定差异，护理人员在执行预冲操作时，对预冲液的

选择、预冲步骤的执行、预冲速度和预冲量的设定等均

缺乏统一的衡量指标。王颖等[6]对全国血液透析安装

预冲护理操作现状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护理人员在

体外循环装置安装、预冲的关键环节操作等方面仍存

在差异，对规范操作的系统性认识（如核对过程、预冲

量、手卫生时机、洁污概念等）存在不足。而规范执行

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可有效排净体外循环装置

中的气体，清除残留的硅胶粉末、黏合剂等微颗粒，充

分湿化透析膜，降低微炎症反应[7]。通过建立预冲操

作标准，可以达到血液透析专科护理发展的标准化、同

质化和规范化。

1.2　《标准》制定的过程　上海市护理学会血液净化

护理专业委员会于 2023 年 7 月启动团体标准研制工

作，历时 4 个多月于 2023 年 11 月正式发布。①组建

《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包括血液净化护理、医院护理管

理及循证护理领域的 23名专家；②形成《标准》意见征

询稿：在系统文献检索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工作经验对

遴选内容进行归类，确定了《标准》的主体框架和附录

条目，形成意见征询稿；③专家函询：邀请国内血液净

化领域专家及专业护理人员参与意见征询，通过邮箱

或微信的形式共发送意见征询函 568 件，收集征询意

见函 482 件，征询反馈意见 361 条。④形成《标准》终

稿：起草组团队成员采用线上、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

式，对反馈意见进行逐条讨论，并提出采纳与否的理

由，最终共采纳反馈意见 281条，同时对《标准》意见征

询稿进行修订完善，形成终稿。

1.3　《标准》的内容及呈现形式　《标准》的呈现格式

参考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

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各级条款、规范性附录和参

考文献。具体内容以操作程序为主线，围绕操作前评

估、操作中实施、操作后检查及注意事项等内容展开，

并采用“应、宜、可”对相关措施内容进行分层、分级描

述。《标准》内容兼顾临床不同血液透析机型的安装、预

冲特点，形成普适的参考标准，并附以流程图直观体现

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流程，方便临床护理人员

参考使用，有助于推动临床同质化执行血液透析体外

循环预冲操作。同时，《标准》还以附表的形式罗列了

预冲操作过程中 9 类常见报警情况及处理方法，可有

效指导护理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处理突发情况，确保临

床安全。

2　《标准》的特点及要点内容解读

2.1　明确了体外循环预冲的定义和分类　《标准》明

确了预冲的定义，是指对体外循环管路和血液透析器

进行冲洗，并分为生理盐水预冲、置换液预冲和超纯透

析液预冲。目前，临床对于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有

多种分类方式。如根据操作方式分为手动预冲和在线

自动预冲[8]，根据透析液的配置方式分为普通单人用

血液透析机预冲和集中供透析液自动透析系统预

冲[4]。但上述分类方式存在一定的交叉，难以将临床

现有血液透析机型的预冲方式进行单一、特定的描述，

易使护理人员出现概念和操作混淆。如采用生理盐水

或置换液进行预冲时，其物品准备、体外循环管路安装

等环节均存在差别。生理盐水预冲时，需准备废液收

集袋以收集预冲过程中产生的废液；而置换液预冲时，

则需准备补液装置以连接置换液端口。且临床对于

“在线自动预冲”的说法尚存在争议，使用生理盐水和

置换液预冲时，部分血液透析机型可实现分步自动冲

洗；使用超纯透析液预冲时，可实现“一键式”全自动预

冲。由于血液透析技术和血液透析机还将不断研发与

迭代更新，起草组成员考虑到《标准》临床应用的前瞻

性，故根据预冲液所含物质的不同进行分类，可以清晰

明确每一种预冲方式，且不存在交叉，更具科学性。

2.2　遵循了无菌非接触技术原则　《标准》基本要求

中提出，预冲操作时应执行无菌非接触技术，这也符合

WS/T 433—2023《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9]的规

定。即操作人员在安装、连接体外循环管路和血液透

析器端口时，禁止用手直接接触端口，杜绝“满手抓”现

象发生，避免污染体外循环管路及血液透析器，尤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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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应将血液透析器端口侧保护罩过早摘除，以避免

其暴露于空气中。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虽不属

于戴手套指征范畴，但有研究发现，目前临床医务人员

在进行体外循环预冲操作时常存在以戴手套代替手卫

生的现象[6]。因预冲操作涉及清洁、无菌内容，故《标

准》明确要求应执行无菌非接触技术，在操作前进行洗

手和/或使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卫生手消毒[10]，以避免

体外循环存在潜在感染风险。

2.3　细化了不同预冲方式操作步骤及要求　《标准》

规定生理盐水、置换液和超纯透析液 3 种预冲方式均

应采用密闭式预冲，同时细化了预冲步骤、预冲速度

和预冲量。3 种方式的预冲步骤（包括预冲顺序和预

冲量）并不完全相同，详见表 1。相关研究显示，使用

1 000 mL 软袋生理盐水预冲液进行体外循环装置预

冲，可以避免频繁更换液袋，减少端口暴露和气泡进入

管路，同时可节约护理人员的预冲操作时间[11-14]。故

《标准》建议在生理盐水预冲时，宜选用 1 000 mL剂型

的生理盐水。同时，鉴于跨膜预冲（即超滤预冲）可以

充分打开并浸润血液透析器膜孔径，减少透析器及管

路凝血的发生，提高透析的充分性[15]，故《标准》明确应

在闭式循环下执行跨膜冲洗。

2.4　强调了操作核查的时机　《标准》注意事项中提

出，在操作前、中、后均应进行核查并记录。梁俊卿

等[16]研究显示，护理人员在执行体外循环预冲时存在

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质量管理问题：操作前未核查透

析浓缩液有效期及体外循环管路型号等信息、操作中

未检查体外循环管路及血液透析器安装前管路连接的

紧密性、操作完成后未按血流方向再次检查体外循环

安装是否到位等。故《标准》将全过程核查记录作为单

独一条注意事项列出，强调了安全核查的时机，以提高

临床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避免预冲环节操作不当导

致患者体外循环治疗过程中空气栓塞、体外循环漏血

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2.5　梳理了常见报警类型及处理方法　《标准》附录

中罗列了不同预冲操作模式下的 9种常见报警类型的

主要原因及处理方法，包括压力报警（动脉压/静脉压/
跨膜压/透析液压报警）、空气报警、血液报警、电导度

报警、连接测试出错报警及旁路报警。熟悉血液透析

体外循环预冲操作过程中常见报警的识别，可以帮助

操作者在短时间内准确识别机器报警原因并及时处

理，避免反复中断操作及增加连接管路的污染风险，同

时能够有效节约预冲操作时间，减少体外循环耗材及

不必要的人力耗损。

3　对《标准》临床应用推广的建议及思考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需长期进行体外血液循环治

疗，而体外循环管路和血液透析器内的空气和微颗粒

一旦进入人体，将会导致患者出现空气栓塞、微炎症状

态等，对血液透析质量及患者生存质量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起草团队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为确保预冲

操作规程内容的可靠性、实施的安全性、操作的便捷

性，前期完成了大量的循证研究和专家意见征询工作。

结合标准的相关内容及临床应用情况，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及思考。

3.1　改变常规认知，明确预冲方法　《标准》对血液透

析体外循环预冲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分类，改变了传统

的认知理念和分类方式，将原有的手动预冲与自动预

冲两大分类更新为生理盐水预冲、置换液预冲及超纯

透析液预冲 3 类。原有的分类方式过于简单，难以全

面反映预冲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而根据预冲液类

型进行分类更为精确和科学，能更好体现预冲的实质

和精髓，避免了不同分类间的交叉。3 种预冲方式对

应着特定的应用场景和操作要求，不同种类的预冲液

对于预冲效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次《标准》的制

定，旨在帮助医务人员更加清晰地了解预冲过程，进而

更加准确地选择适合的预冲方式，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和患者满意度。

3.2　优化护理实践，提升预冲质量　血液透析体外循

环预冲操作中，体外循环管路和血液透析器的安装是

规范预冲的基础，而按照不同机器类型采用不同预冲

液进行体外循环装置的冲洗则是整个预冲操作中最核

心的护理实践。临床工作中，1 名护士往往需同时负

责 4～6台血透机的体外循环装置安装与预冲，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耗时、耗力，且操作环节和操作质量不一。

国内有学者提出，基于透析器预冲量需求的自动闭式

循环精准预冲装置设计及应用，可以通过设定预冲程

序自动完成预冲量，优化操作流程、减少人力需求，同

时可高效完成标准化预冲的实施[17]。目前，3 种预冲

方式中，除生理盐水预冲需要全程由护理人员完成不

同程序的切换外，其他两种均可部分或完全由机器来

表 1　3 种预冲方式比较

预冲方式
生理盐水

预冲

置换液
预冲

超纯透析
液预冲

预冲顺序

1.体外循环管路和血液
透析器膜内冲洗
2.血液透析器膜外冲洗
3.跨膜冲洗

1.血液透析器膜外、膜
内冲洗
2.静脉、动脉管路冲洗
3.动、静脉管路两侧双
向冲洗
4.闭式循环冲洗

特点

手动预冲

半自动
预冲

全自动逆
超滤预冲

预冲量

至少1 000 mL
最低剂量应参照血
液透析器说明书要
求（至少1 000 mL）

≥4 0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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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冲。《标准》的建立和应用，旨在帮助医务人员提

升认知，最大化利用新型血透机的各类自带预冲功能，

逐步替代生理盐水预冲，利用机器自动化赋能提升预

冲质量、减少人力配置。同时，临床护理人员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也可对体外循环管路装置进行针对性改良

设计，避免多次断开体外循环管路端口，减少管路端口

暴露的机会，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和透析质量。

3.3　利用培训平台，推动同质化预冲　《标准》涉及血

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内容，面向群体广、实践人群

多。凡需涉及血液透析体外循环治疗者，均可参照《标

准》实行标准化预冲。为了能让更多的血液透析患者

得到同质化的护理服务，《标准》发布后，上海市护理学

会及血液净化护理专业委员会积极通过主题讲座、血

液净化护士适任培训及中华护理学会京外实训等方

式，针对血液净化专科护理人员进行培训推广；并结合

图片、视频等形式形象地展示不同预冲方式的重点及

难点，帮助临床从业人员读懂标准、用好标准，保障《标

准》有计划、有质量地实施推进。

4　小结

上海市护理学会组织血液净化护理专业委员会牵

头制定的团体标准《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规程》

构建方法科学、内容清晰实用，涵盖了不同血液透析机

型的体外循环装置安装及预冲操作全过程，具有较好

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临床护理人员开展标准

化、同质化的预冲操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规范落

实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提升患者透析充分性

有着积极促进作用。随着血液透析技术及设备的不断

发展，未来血液透析体外循环预冲操作必将更加智能

化、信息化和洁净化。也期待广大血液净化专科护理

人员在临床应用实践过程中积极发现问题和不足，促

进《标准》不断完善和更新，为临床血液净化护理工作

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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