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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运用于血液透析病人护理中的效果评价 
孙静 

唐山丰润长生血液透析中心  河北唐山  064000 

摘要：目的 本次实验旨在分析血液透析患者在护理中采用心理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 实验中所有研究对象均为我透析中心在
2020 年 1月至 2021 年 1月期间所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选取人数总共 70例。将所有患者进行随机划分成为两个小组，观察
组和对照组中各有 35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方式，而观察组则在该基础上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
心理护理效果。结果 经过实验的相关数据分析，观察组患者其 HAMA 评分（9.64± 5.64）和 HAMD 评分（9.42± 4.81）要
显著的优于对照组 HAMA 评分（6.97± 2.82）和 HAMD 评分（6.82± 2.49），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33（94.29%）要显著高于对照组 28（80.0%），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
过实验可知，对于血液透析患者使用常规护理结合心理护理的效果较为显著，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同时还能
够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在临床当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可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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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当中对于尿毒症患者的治疗往往以血液透析的方

式进行，但是该治疗方式需要进行定期长期的进行治疗，在

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具有较多的并发症，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因此患者往往需要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痛苦，还会出

现焦虑、抑郁、抗拒治疗等不良心理反应，这对于患者疾病

的治疗具有不利影响。所以在患者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过程

当中采用心理护理具有重要意义，本实验将以我透析中心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所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

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实验中所有研究对象均为我透析中心在2020年1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所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选取人数总共 70

例。将所有患者进行随机划分成为两个小组，观察组和对照

组中各有 35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当中有 17 例患者为男性，

有 18 例患者为女性，患者年龄平均为（55.26±3.19）岁。

其中观察组当中有 20 例患者为男性，有 15 例患者为女性，

患者年龄平均为（54.12±2.88）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本实验将采用分组对比的方式进行，其中对照组患者将

使用常规的护理方式，而观察组患者则需要在该基础上进行

心理护理，具体方式如下所示：首先，在确定研究对象之后

护理人员需要及时的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进一步的

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进行具有针对性

的心理护理
[1]
。其次，在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需要密切的和

患者以及家属进行沟通，了解患者心理动态变化，以便可以

及时的采取对应的心理护理措施，帮助患者进行排解焦虑、

抑郁等情绪。同时定期的进行开设肾病或者血液透析相关专

业知识的讲座，帮助患者对疾病以及疾病的治疗能够具有正

确的认知。最后，护士在进行护理的过程当中应当时刻保持

温柔、和蔼、亲切的态度进行，增强和患者之间的信任感，

进而促使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对于患者的治疗以及预后都有

积极作用
[2]
。 

1.3 观察指标 

本实验将观察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

情况，其中焦虑抑郁情况分别采用 HAMA 量表和 HAMD 量表进

行测量，护理满意度则采用我透析中心自制的调查问卷进行

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

用（ sx  ）表示，对比进行 t 检验；其中计数资料采用%表

示，对比进行 X
2
检验；且（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学意义。 

2 结果 

经过实验的相关数据分析，观察组患者其 HAMA 评分

（9.64±5.64）和 HAMD 评分（9.42±4.81）要显著的优于对

照组 HAMA 评分（6.97±2.82）和 HAMD 评分（6.82±2.49），

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为 33（94.29%）要显著高于对照组 28（80.0%），

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使用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因为

该疾病的特殊性患者往往需要接受长时间的治疗，在进行治

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同时因为患者对于疾

病情况的不了解，具有恐惧心理以及经济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患者往往会存在有抑郁、焦虑、烦躁等情绪，患者的这

些不良心理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排解，将会对患者的治疗造

成一定的影响
[3]
。所以对于患者所存在的负面情绪进行个性

化心理护理对患者的透析质量以及治疗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在进行心理护理的过程当中，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

的心理变化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护

理质量，加强和患者以及家属的沟通，帮助患者树立起战胜

疾病的信心，在进行改善心理质量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4]
。

本实验当中观察组患者其 HAMA 评分（9.64±5.64）和 HAMD

评分（9.42±4.81）要显著的优于对照组 HAMA 评分（6.97

±2.82）和 HAMD 评分（6.82±2.49），且观察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为 33（94.29%）要显著高于对照组 28（80.0%），组

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对于血液透析患者使用常规护理结合心理护

理的效果较为显著，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

同时还能够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在临床当中具有显著的

应用效果，可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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