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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护理干预对血透高磷血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钰灏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目的：分析研究血透高磷血症患者实施互动式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观察对象选择 2020.5- 2021.5 在我院就医的血透
高磷血症患者 78例。因为实施护理方式的不同，分研究组（n=39），常规组（n=39）。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互
动式护理干预。对比分析 2 组患者对知识的知晓率，以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研究组患者对疾病的知晓率为 97.44%，常规
组患者对疾病知晓率为 84.61%，P<0.05，2 组之间差异显著；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常规组患者，(P<0.05),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结论：血透高磷血症患者实施互动式护理模式的效果明显，不但提升患者对疾病知识的知晓率，更好的配合治
疗，而且可以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临床上应用价值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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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肾病患者采取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血液透析，通过渗

透的方式对血管内的杂质进行代谢，使患者体内的电解质及
酸碱达到平衡

[1]
。高磷血症属于透析的常见并发症。这种疾

病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密切关系，需要控制患者的病情
[2-3]

。本
文分析研究血透高磷血症患者实施互动式护理模式的效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对象选择 2020.5-2021.5 在我院就医的血透高磷血

症患者 78 例。因为实施护理方式的不同，分研究组（n=39），
常规组（n=39）。研究组：27 例、12 例为男女病人数，最小
年龄与最大年龄分别为 46 岁、70 岁，（60.18±2.47）岁为
本组病人年龄均值；常规组：22 例、17 例为男女病人数，最
小年龄与最大年龄分别为 47 岁、72 岁，（64.18±1.35）岁
为本组病人年龄均值。对 2 组基本情况通过统计学处理，对
比差异性无，P>0.05。 

1.2 方法 
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方式，护士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

监测，并且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如发现异常，立即告
知医师处理。 

研究组实施互动式护理模式。具体：（1）护士告知患者
采取互动式护理的意义、注意事项等，主要包括：引导、反

馈、演示等方式，对患者实施疾病相关知识的教育。对患者
提出的疑问要耐心回复。（2）根据患者的病情，为患者制定
护理方案，为患者讲述高磷血症的发病原因、治疗方法、护
理方式、以及注意事项等。并根据患者的个人情况，为其制
定锻炼方案。护士陪伴患者在阳台、走廊进行运动；对于行
动不便的患者，护士要协助其在床上做四肢运动，每次一次
到两次，每次 15 分钟。（3）护士为患者制定合理的饮食计
划，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给患者设置营养配餐方案，告知
患者坚持少食多餐原则。 

1.3 观察指标 
（1）观察分析 2 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知晓度情况。具体包

括：完全知晓、部分知晓、不知晓。 
（2）分析对比 2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具体内容：躯体

功能、认知功能、生理功能、社会功能。 
1.4 统计学整理 
采取 SPSS25.0 版本的统计学软件对应用的数据，进行统

一处理和分析，计数型指标采用例（n\%）表示，用 x
2
检验。

如果P<0.05，表示两组之间的结果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分析 2 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知晓度情况 
研究组患者对疾病的知晓率为 97.44%，常规组患者对疾

病知晓率为 84.61%，P<0.05，2 组之间差异显著。 
表 1  2 组患者的疾病知识知晓程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完全知晓 部分知晓 不知晓 总知晓率 

研究组 39 25（64.10） 13（33.33） 1（2.56） 38（97.44%） 

常规组 39 16（41.03） 17（43.59） 6（15.38） 33（84.61%） 

X
2
     0.4532 

P     0.0003 

 
2.2 分析对比 2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常规组患者，(P<0.05),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如表 2： 

表 2  2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生理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研究组 39 55.97±6.25 54.55±5.16 70.32±6.16 63.33±5.34 

常规组 39 43.21±7.31 44.24±4.17 58.42±5.32 53.47±6.33 

t  5.6556 5.7235 7.8543 5.4572 

P  0.0023 0.0043 0.0003 0.0013 

 
3 讨论 
高磷血症属于一种常见的代谢病，给患者的代谢带来紊

乱，引发肾病。严重者还会给其生命带来威胁。为此，对患
者采取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措施意义重大

[4]
。 

本次研究显示，研究组患者对疾病的知晓率为 97.44%，
常规组患者对疾病知晓率为 84.61%，P<0.05，2 组之间差异
显著；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常规组患者，(P<0.05),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血透高磷血症患者实施互动式护理模式的效果
明显，不但提升患者对疾病知识的知晓率，更好的配合治疗，

而且可以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临床上应用价值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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