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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 
武蓓蓓   黄素芳通讯作者 

高淳人民医院血透室  江苏南京  211300 

摘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在血液透析中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收治的 68 例行血液透析
患者作为主要对象，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每组 34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开展优质护理，比较护理效果。结果：相
比于对照组，观察组的透析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低，差异显著（P＜0.05）；经护理后两组患者与护理前的负面情绪均得到了
改善，而观察组护理后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均轻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通过对血液透析患者实施优质护
理可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且有利于不良情绪的改善，优势显著，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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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指借助透析器对患者的血液进行物质交换，

通过此种治疗方法可以清除机体内的新陈代谢杂物，维持酸

碱和电解质平衡
[1]
。虽然血液透析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患

者需要长时间治疗，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血液透析的难度，

也影响了血液透析的治疗效果。因此，临床上要加强对血液

透析患者的护理干预
[2]
。近年来，优质护理在临床上有颇为

广泛的运用，且获得了较好的护理效果。现选取 68 例血液透

析患者，旨在进一步评价优质护理的干预效果，详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的研究对象是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于我院行

血液透析的 68 例患者，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每组 34 例。

观察组：男 24 例，女 10 例；年龄 42~78（58.54±2.48）岁；

透析时间为 8 个月~3（1.57±0.31）年。对照组：男 23 例，

女 11 例；年龄 41~77（58.45±2.42）岁；血液透析时间为 7

个月~3（1.54±0.35）年。通过比较两组的相关指标，P＞0.05，

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为患者提供饮食指导和常规健康

宣教，向患者说明按时接受血液透析的重要性，解答患者和

家属的疑问。 

观察组开展优质护理：护理人员首先要对患者进行心理

护理，护理人员在了解血液透析患者真实心理状态和负面情

绪产生原因的基础上，与患者进行深入的、有针对性的沟通

交流，同时在言语和行为上给予患者安慰和鼓励，尽量改善

患者的焦虑、恐惧和紧张等不良情绪，使患者保持积极的状

态，提高患者的配合度。其次，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由

护理人员运用自身的专业向患者详细介绍关于血液透析的知

识，在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患者的理解能力和认知

能力，用患者可以听懂、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进行宣教。

最后，开展预防并发症的护理。透析过程中护理人员要时刻

有风险意识，持续观察患者的症状变化情况，并及时记录，

对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及时分析，警惕相关并发症的发

生。一旦患者出现并发症，则及时告知医生，并配合医生对

患者做适当处理。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计算发生率，并进行组间

比较。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3]
、抑郁自评量表（SDS）

[4]

评估护理前和护理后患者的负性情绪严重程度。其中，SAS

量表，得分超过 50 分则表示患者出现了焦虑情绪，得分越高

说明焦虑情绪越严重。SDS 量表，得分超过 52 分则表示患者

出现了抑郁情绪，所得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的抑郁情绪越严

重。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

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表示方法分别是均数±标准差、例数/

百分率，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的透析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中：低血压 1 例，血脂代谢紊乱 1 例，并发症发

生率是 5.88%。 

对照组中：低血压 3 例，深静脉血栓 2 例，血脂代谢紊

乱 3例，并发症发生率是 23.53%。 

通过比较，x
2
=4.221，P=0.039＜0.05，有显著差异。 

2.2 比较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负性情绪评分 

护理前：①观察组的 SAS 评分为（75.46±2.34）分，对

照组为（75.48±2.49）分，t=0.034，P=0.973＞0.05；②观

察组的 SDS 评分为（73.62±2.28）分，对照组为（73.49±

2.47）分，t=0.226，P=0.822＞0.05，无显著差异。 

护理后：①观察组的 SAS 评分为（45.16±2.33）分，对

照组为（53.58±2.47）分，t=14.459，P=0.000＜0.05；②

观察组的 SDS 评分为（46.78±2.49）分，对照组为（54.91

±2.62）分，t=13.115，P=0.000＜0.05，存在显著差异。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手段，但患者的治疗周期

较长，需要在治疗的同时加强护理干预，积极预防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优质护理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护理方法，在

各科室、各疾病的临床护理上均有广泛应用。本次研究结果

显示，经实施优质护理的患者，透析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患

者护理后的负性情绪评分更低，体现了优质护理的优势。通

过实施优质的心理护理，可以缓解甚至是消除患者的不良情

绪。通过实施优质的健康教育，可以让患者系统的了解血液

透析，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配合度
[5]
。通过对血液透析患者

进行相关的并发症预防性护理，能够降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风险，保障血液透析治疗的安全性。 

综上，将优质护理运用在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护理上优

势显著，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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