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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血液透析护理中对患者舒适度的影响分析 
祁佳馨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成都  610036 

摘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在血液透析护理中对患者舒适度的影响。方法：以我院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79 例血液透析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并按照随机分配原则分成研究组（40例）和对照组（39例）两组两组，对照组患者给予
常规血液透析护理，研究组患者在前者基础上加强心理护理，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作比较。结果：研究组患者在血液透析中
的舒适度评分要高于对照组，经统计比较，结果存在差异，p＜0.05；研究组患者护理过程中的并发症发生率要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血液透析患者在血液透析过程中加强心理护理，可以提高患者的舒适地，降低不良并发症的发生，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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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肾脏替代治疗的方式

之一，它通过将体液血液引流至体外，再由透析器进行分析，
通过弥散、超滤、吸附和对流原理进行物质交换，清除体内
的代谢废物，维持电解质和酸碱平衡，最后将净化的血液回
输到患者体内。血液透析过程中，患者很容易出现身体不适，
而这种不适感会引起患者的负性情绪，进而不利于透析治疗。
有研究表明

[1-2]
，心理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的透析治疗中起着

积极的作用，能有效提高患者的舒适度，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降低不良并发症的发生。对此，本文特选取了我院 79 例血液
透析治疗患者作了相关探讨，现将具体内容作如下介绍。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选用的 79 例血液透析患者均为我院患者，患者

入选时间在2019年 10月至 2020年 6月。按照数字随机原则，
将 79 例患者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研究组：40 例，男
女比例 21:19，患者年龄区间为 43~68 岁，平均（55.05±0.25）
岁，患者学历程度为初中~大专；对照组：39 例，男女比例
22~17，患者年龄区间 45~69 岁，平均（57.05±0.35）岁，
患者学历程度在初中~本科。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学历等
基础资料比较，统计结果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血液透析护理，主要包括饮食指导、

病房环境指导、生活指导等；研究组患者在前者基础上实施
心理护理，主要内容如下： 

1.2.1 心理沟通。透析前，医护人员与患者主动进行沟
通、交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解答患者的疑问，并
将血液透析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告知患者，让患者安心、
放心。 

1.2.2 健康教育。结合血液透析治疗的需要，医护人员
应向患者普及血液透析治疗的重要性，向患者详细介绍疾病
相关知识，让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有所认识，进而争取患者
的主动配合。 

1.2.3 心理干预。针对有焦虑心理的患者，护士要对其
进行安慰，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疾病，多向他们介绍治疗的科
学性，让他们看到希望，从而消除焦虑心理；针对有恐惧心
理的患者，护士要多陪同患者，多向患者介绍治疗方案的先
进性，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同时，医护人员要与患者建立
友好的关系，让患者感受到关心和关爱。 

1.2.4 血液透析过程中的护理。首先，根据患者的需求，
调节好透析室内的温度与湿度，确保室内环境舒适；其次，
血液透析前，再次详细介绍血液透析事项，并告知患者血液
透析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告知患者这些属于正常现象，
无需担心；再者，要密切关注患者血液透析过程中的反应，
通过手势、眼神等向患者传递信息，让患者安心、放心。 

1.3 观察指标 
以我院自制的护理舒适度调查表对患者进行舒适度调

查，主要包括精神状态、感觉系统症状、认知功能等，得分
越高，表明患者护理工作的认同感越强，舒适度也越高，满

分 100 分。同时，记录患者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并发症。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学分析软件 SPSS21.0 处理本次研究数据，统计

分析得出的数据结果用 t检验，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过程中的舒适度评分对比 
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的护理舒适度评分要高于对照

组，统计结果显示有差异，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舒适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护理舒适度评分（分） 

研究组 

对照组 

P 

40 

39 

 

94.25±1.35 

72.25±2.35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过程中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中出现了 1例并发症（2.50%），

对照组出现了 8 例并发症（20.51%），经统计比较，结果有
差异，p＜0.05，如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并发症 

研究组 

对照组 

P 

40 

39 

 

1（2.50） 

8（20.51） 

＜0.05 

3.讨论 
肾是人体重要的器官，一旦肾功能受损，患者的肾脏就

不能发挥排尿、排泄代谢物等功能
[3]
。目前，肾功能衰竭的

替代治疗方法就是血液透析，但是血液透析治疗较为繁琐，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舒适度直接关系到了血液透析治疗的效
果。我院对血液透析患者给予心理护理后取得了显著效果，
大大的提高了血液透析治疗效果，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于血液透析患者而言，他们在治疗过程中很容易产生
一些消极心理，这些消极心理会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极度不
舒适。强化心理护理，可以消除患者的消极心理，使患者以
一个乐观、从容的心态接受治疗，从而提高舒适度，降低不
良并发症的发生

[4]
。通过此次研究发现，在血液透析护理中

应用心理护理，可以提高患者的护理舒适地，降低不良并发
症的发生，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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