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者: 內科專科護理師陳美萍

服務機構:嘉義基督教醫院

報告日期:2023-5-27





 將問題聚焦，形成PICO

對象（population/participants）: 血液透析中的低血壓患者

介入措施（intervention）: 使用末梢加壓

比較（comparator/control）: 常規的透析治療

結果（outcome）: 是否能預防透析時低血壓的發生



 運用布林邏輯，搜尋Cochrane、Pubmed、Embase及MEDLINE-
Ovid等資料庫，搜尋文獻，建立搜尋歷程。





 CASP RCT文獻評讀結果

CASP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0 Q11 Total

文獻1 Y Y N Y Y Y Y N Y N N 7

文獻2 Y Y N Y Y N N N N N N 4

文獻3 Y Y N Y Y Y Y Y Y N N 8

文獻4 Y Y N Y Y N Y Y Y Y Y 9



 血液透析前躺床先把大腿型彈性20-30mmHg之壓力襪穿好。

 血液透析前30分鐘量第一次血壓。

 衛教病患穿著期間出現身體上的不適，隨時可終止該介入措施之
進行。

 介入措施期間，每30分鐘確認個案生命徵象變化並檢視末梢血液
循環狀態，隨時監測是否有發生透析中低血壓之症狀。



 透析前收縮壓和透析中最低收縮壓相差大於20mmHg的次數由每
月12次減少到5次。

 透析中低血壓之症狀（含噁心、頭暈）發生頻率也從每月12次降
至8次。



 結果證實本介入措施能為透析中低血壓的病人帶來臨床的效益。

 限制: 在收案過程中對新式護理措施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感，當效
果不如預期時，容易產生放棄的念頭。

 限制: 病患對大腿彈性襪的穿著方式初期不適應且不熟悉，且穿
著時感覺悶熱，有些微排斥，還好經過溝通及家屬鼓勵才完成實
證操作。



 利用個案討論會邀請醫師及護理人員參與衛教，提高知識的推展。

 讓病友進行經驗分享，增加病人及家屬對措施的信心。

 選擇好拉透氣的彈襪材質，並指導家屬正確的穿著時機，提高病
患使用意願。

 利用海報或期刊發表，讓透析護理師獲得相關資訊，達到推廣及
造福病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