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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析认知、情绪和行为护理对肾内科血透患者的影响效果。方法：采用抽签法将 2020 年 2月- 2021 年 2月间在

我院肾内科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 84例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实验组 42例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 42例研

究对象则接受认知、情绪和行为护理，对两组患者护理后心理健康状态评分、治疗依从性和肾功能指标水平差异。结果：实验

组护理后的 SAS（焦虑）和 SDS（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且实验组的治疗依从性相比对照组较高，Scr（血

肌酐）和 BUN（尿素氮）水平则相比对照组较低，P＜0.05。结论：认知、情绪和行为护理模式在肾内科血透患者中的应用价

值显著，该护理措施不仅能够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还能够帮助患者疏导负面情绪，并有助于患者肾功能的改善，临床应用

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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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我国饮食观念的改变和生活习惯的变化，

各类疾病发病率均明显提升，而肾内科疾病便是其中较为常

见的一种。临床针对各类肾内科疾病，多采用血液透析的方

式进行治疗，但血液透析无法彻底帮助患者摆脱病痛，且较

长的治疗流程和昂贵的花费也会对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造成

不利影响，所以科学的护理干预手段在肾内科血透患者中不

可或缺
[1]
。正因如此，本文便针对性研究了认知、情绪和行

为护理对肾内科血透患者的影响，希望能够为广大肾内科血

透患者病情和心态的改善提供一定的帮助，现总结相关研究

资料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84 例在我院肾内科采用血液透析方式进行治疗的

患者作为本研究的纳入对象，所有患者均于2020年2月-2021

年 2 月间在我院就诊，并采用抽签法的方式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每组分别纳入 42 例。实验组：男 24 例、女 18 例；年

龄区间 43-68 岁，年龄中位数（59.51±4.31）岁。对照组：

男 23 例、女 19 例；年龄区间 43-69 岁，年龄中位数（59.67

±4.30）岁。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上述一般资料数据差异

无意义，P＞0.05，符合比较标准。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患者行血液透析治疗前，护理人

员应向患者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流程及意义的宣教，提升患者

配合度。同时，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体重和饮食等印版资

料进行血液透析方案的制定，以保障治疗效果。最后，护理

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治疗时的生命体征变化，一旦出现异常

应及时停止透析，并通知医生。透析结束后，护理人员应叮

嘱患者按时服药，并做好相应注意事项的宣教。 

实验组行认知、情绪和行为护理。①认知护理。护理人

员根据患者的学历、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和理解能力进行认知

护理方案的制定，从而有计划的通过视频、图片和事例列举

等方式予以患者健康知识宣教，最大程度的提升患者的健康

知识掌握能力。②情绪护理。护理人员应做好患者心理健康

状态的评估，根据患者的心态采用交流沟通的方式帮助患者

克服内心的恐惧，以达到提升患者治疗信心、疏导负面情绪

和提升治疗依从性的目的。③行为护理。护理人员应通过沟

通交流及询问家属的方式了解患者的行为习惯，并于日常护

理干预过程中针对患者的不良习惯进行针对性纠正，并与纠

正后向患者宣教该习惯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帮助患者维持更

好的生活方式。 

1.3 评定标准 

验证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地心理健康状态评分、治疗依

从性和肾功能指标水平差异。 

心理健康状态：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分患者护理后的心理状态，两份量表均

为百分制，分数与患者的负面心理状态间呈正相关。 

治疗依从性：护理人员根据患者治疗时的表现及服药情

况进行依从性分数的评定，满分 10 分，分数同患者依从性间

呈正相关。 

肾功能指标：Scr 和 BUN。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为 SPSS 20.0，计数指标和计量指标表示方

法分别为 n（%）和(x±s)，检验方法则为 X
2
和 t，当检验结

果（P）＜0.05 时为有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健康状态和依从性评分差异比较 

表 1显示：实验组护理后的 SAS 和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

依从性评分则要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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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组间心理健康状态和依从性评分差异比较 (x±s)分 

心理健康状态 
组别 n 

SAS SDS 
依从性 

实验组 42 18.63±3.59 16.84±3.27 7.74±1.08 

对照组 42 23.58±3.55 22.97±3.56 6.23±1.22 

t - 6.3539 8.2184 6.0060 

p - 0.0000 0.0000 0.0000 

 

2.2 肾功能 

表 2显示：实验组护理后的 Scr 和 BUN 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P＜0.05。 

 

表 1 肾功能指标组间差异对比 (x±s) 

组别 n Scr（μmol/L） BUN（mmol/L） 

实验组 42 828.34±157.51 32.44±8.15 

对照组 42 986.26±163.59 42.19±8.96 

t - 4.5067 5.2168 

p - 0.0000 0.0000 

 

3 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治疗依从性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且实验组护理后的心理健康状态和肾功能也要明显

优于对照组，P＜0.05。这一研究结果证明了认知、情绪和行

为护理对肾内科血透患者的积极影响。经临床分析发现：认

知护理能够提升患者对于血透治疗重要性的了解，从而有助

于患者治疗依从性的提升；情绪护理则能够帮助患者保持良

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患者治疗信心的树立，能够进一步提

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行为护理能通过对行为的纠正提升患

者的身体素质，从而有助于患者健康水平的提升
[2-3]

。三种护

理模式综合作用下，从而有助于患者治疗血液透析治疗效果

的提升，能够促进患者肾功能的改善。 

综上所述，认知、情绪和行为护理模式在肾内科血透患

者中的应用价值显著，该护理措施不仅能够提升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还能够帮助患者疏导负面情绪，并有助于患者肾功

能的改善，临床应用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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