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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护理干预在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液透析中癿应用 

何雪梅  沈 蓝  高 姝*（通讯作者） 

于南省滇南中徎医陊（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陊），于南 蒙自 661199 

 

摘要：目癿：本次实验将针对糖尿病肾病幵实斲血液透析癿患者实斲护理干预，分析丌同护理策略下癿改善效果。斱法：本次
实验选叏了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前来本陊迚行疾病检查及治疗癿患者为对象，绉过与业癿科室检查，其属亍糖尿病肾
病，幵需要开展血液透析治疗。在自愿参不实验调查癿患者中，采用陑机法对 74 例患者迚行分组，讨讳病情结果。对照组患
者采用常觃护理措斲，观察组则为认知、行为改善下癿护理干预，分析成果。结果：仍护理质量上看，观察组在幵収症癿収生
率上为 5.4%（2/37），对照组为 16.2%（6/37），组间对比差异较为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此同时，在
ADL 生活活劢评分中，观察组为（63.8±10.5）分，对照组则为（29.6±5.8）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讳：采用认知、
行为改善护理干预有劣亍糖尿病肾病患者对病情癿认知，幵针对血液透析这一措斲有所理解，仍而提升了治疗癿依仍性，幵能
够控制幵収症，更好地为治疗提供帮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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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血液透析则可以延续糖尿病肾病患者的生存期，但
是对于患者而言依然会加重生活负担，且情绪低落，这会影
响到治疗结果和生活质量。而通过认知、行为改善能够更有
效的提供护理服务，满足患者个性化的需求，促使生理和心
理状况更为舒适、安心[1-2]。本次实验选取了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前来本院进行疾病检查及治疗的患者为对象，
经过专业的科室检查，其属于糖尿病肾病，并需要开展血液
透析治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选取了 2018年 1月-2019 年 12月前来本院进行
疾病检查及治疗的患者为对象，经过专业的科室检查，其属
于糖尿病肾病，并需要开展血液透析治疗。在自愿参与实验
调查的患者中，采用随机法对 74 例患者进行分组，讨论病情
结果。其中，男性 50 例，女性 24 例，患者年龄在 34-75 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50.6±3.5）岁。从透析时间上看，均超
过 3 个月。所有患者在入院后登记一般资料，以便查阅和全
面病情分析，组间对比上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主要是疾病知识介绍和治疗
方法的说明。观察组则采用认知、行为改善下的护理干预，
这就要医护人员能够具有同理心，理解患者的心情，并能够
利用自身的展业知识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在护理过程中，
除了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还需要加强饮食管理、血管管理
和运动管理，这有利于从患行为上实施改善，提升治疗安全
性。除此之外，主动与患者交流，特别是情绪低落的患者，
能够从思想、行为上加以支持，给予患者最大的鼓励。最后，
则要加强并发症护理，且由于患者病情不同，对症治疗方案
也不同，要具有差异性思维，服务于患者。 

1.3 评价标准 

本次实验需要进行并发症结果统计。随后，则包括对患
者进行的 ADL 生活状况评估，其可以分为轻度依赖，得分超
过 75 分，中度依赖，得分超过 50 分，重度依赖，得分超过
25 分。 

1.4 统计方法 

对血液透析患者的治疗结果进行讨论，以 SPSS19.0 专业
计算软件为基础，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在本次
实验中，针对 ADL 生活状况采用计量统计，在并发症上则为
计数统计，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从护理质量上看，观察组在并发症的发生率上为 5.4%

（2/37），对照组为 16.2%（6/37），组间对比差异较为显
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此同时，在 ADL 生活活动评分中，两组患者护理前不
存在差异，分别为（18.9±3.6）分和（19.1±2.8）分，护
理后观察组为（63.8±10.5）分，对照组则为（29.6±5.8）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均发生了变化，糖
尿病肾病患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多，对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
对患者实施治疗，往往以血液透析为主，其能够将血液中的
毒素排出，促使血液净化，从而维系生命[3]。 

从患者角度上看，血液透析费用昂贵，经济压力大，治
疗压力更大，患者所承受的负担重。由此，我们必须从认知
上纠正患者的错误思想，积极的面对治疗。随后，在护理行
为中一定要针对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等进行全面关注，减
少应激源引发的不良事件[4]。通过心理-认知-行为的逐步改
善，有利于提升治疗依从性，促使患者保持病情的稳定，控
制疾病进展。在实施过程中，患者的接受程度不同、情绪状
况不同，文化程度也存在差异，由此，可以借助影像资料、
宣传手册以及与家属的沟通等，共同帮助患者认识疾病、接
受治疗。面对即将出院的患者，也要改善生活习惯，对置管
部位提出保护建议，减少淋浴，并可开展追踪管理[5]。 

综上所述，采用认知、行为改善护理干预有助于糖尿病
肾病患者对病情的认知，并针对血液透析这一措施有所理解，
从而提升了治疗的依从性，并能够控制并发症，更好地为治
疗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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