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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慢性肾衰血液透析患者的中西医护理进展 
杜莹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透析室  北京  100072 

摘要：血液透析是治疗各类终末期肾脏疾病的有效手段，但是常规的透析护理更多关注患者在透析过程中的生命体征变化，患
者的心理、认知、并发症等其他方面的护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中西医结合护理便随着临床的应用弥补了临床护理中的不
足。基于此，本文论述了中西医护理的内容，以了解这一模式对老年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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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是多种原因导致肾脏结构出现病理性改变的慢

性疾病，其病情复杂，患者主要通过血液透析进行治疗，但
是因老年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常常存在各种不良情绪、饮食习
惯不当、认知不正确等情况，使透析效果不佳，也是患者的
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因此研究中西医护理的应用价值是十分
必要的。 

1 健康教育 
血液透析治疗时间长，频率高，患者在透析的过程中还

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而且患者需要严格控制饮食，身体分
泌激素也会发生变化，加之大多患者对疾病和透析治疗的认
知不足，便会出现不良的心理状态，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
慢性肾衰患者的血液透析治疗效果不佳，因此对患者进行护
理的第一步，便是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其认知水平。护理人员
需要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文化水平、家庭背景等信息，并
评定患者的认知程度，以此制定出个性化的宣教方案。宣教
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慢性肾衰发病原因、治疗方式，血液透
析治疗目的、效果、注意事项等内容，还需要详细告知患者
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并发症，最大程度缓解患者不安、焦虑、
烦躁等负面情绪，使患者能够正确认识疾病，提高其血液透析
治疗的配合度。还应当注重个体化指导患者及家属，定期沟通
反馈患者的掌握程度，存在的困惑，院外的不适当生活方式，
尤其是患者在治疗期间的饮食、饮水量、蛋白摄入情况、维生
素补充情况、精神状况等，以便动态调整宣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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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志护理 
血液透析是延长老年慢性肾衰患者生命周期的有效手

段，但是因患者大都适应以往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
导致患者角色发生变化，使其难以接受，从而使精神压力加
剧。且患者因高龄的原因，认为治疗没有作用，自暴自弃，
心态变得消极，消极的情绪会延缓病程，积极乐观的心理则
有助于疾病转归，所以提高患者的治疗信心，转变心态是临
床护理中的第二大重点。从黄慧敏，胡素媛，卢永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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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

究中能够了解到，在中医情志护理干预下患者对血液透析、
肾病相关知识了解加深，且在护理人员引导下能够将对自身
疾病和治疗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方面，焦虑、抑郁负性情
绪得到缓解，从而可改善其心理状况、睡眠质量。《黄帝内
经》所言，“意志不治，精神不进，病不可愈”。所以护理
人员可以基于中医理论、特色，进行辨证施护，为患者提供
个体化、针对性的情志护理。可以通过情志相胜法，针对患
者的七情特点进行相应的护理，例如情绪焦虑的患者可以加
强与其沟通，用乐观的态度进行引导，并播放音乐、喜剧节
目等转移患者注意力，缓解情绪；对于思虑过多的患者可以
用怒胜思法，适当激怒患者引导其诉说内心想法和诉求，以
便为患者答疑解惑，最大限度满足患者合理需求。也可以运
用静志安神法指导患者学习气功中常见的调息法，以便调畅
患者气机，使其能够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还可以采用按
摩暗示法，选取患者印堂、内关太冲、百合等穴位进行按摩，
并用推拿、揉捏的手法放松患者肌肉，能够有效帮助患者解
郁疏肝。从张婧，肖雪，施素华，等

[3]
人的报道中了解到中

医情志护理可有效改善血液透析老年慢性肾衰患者的不良情
绪，提高其机体免疫力和生活质量。 

3 膳食调护 
透析患者因治疗期间饮食改变、病痛折磨、药物副作用、

代谢紊乱等原因导致其易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且摄入的蛋
白质、热量也有限，因此患者的机体状况每况愈下，而营养
不良亦会使透析失败率上涨，所以必须注重饮食管理，做好
膳食调护。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改善老年慢性肾衰营养不良
的状况，增加其免疫力，从而减少感染发生率，各种并发症
的患病率，进而降低死亡率。护理人员在展开饮食管理前首
先需要为患者讲解机体营养要求，了解患者的饮食习惯和每
日摄入的营养成分，以便为其制定个体化的饮食方案，使患
者合理进食。饮食护理则良好地体现了中医学中的“治未
病”理念，以食物的四气五味对患者的生理平衡进行调节，
能够很好地对其机能及疾病进行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4]
。从中医角度来看，慢性肾衰血液透析患者多表现为脾肾

阳虚，因此可为患者提供健脾补肾的中药汤剂以调理患者的
机体状态，同时辅以高蛋白、高热量、高氨基酸的食品，以
及新鲜蔬果，坚持平衡阴阳、扶正祛邪及调理肺腑的原则，
从而逐渐改变患者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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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与患者家属一

同做好对患者水、盐等摄入量的管理控制，避免患者饮水量
增多导致体重增加或者高血压的发生。 

4 预防并发症 
血液透析过程中会发生多种并发症，而且老年患者自身

机体功能存在退行性改变，常常伴随高血压、动脉硬化等慢
性疾病，从而容易诱发患者死亡。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需要
注重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评估患者的心功能、血压水平等，
避免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在患者透析前应当停服降压药，
同时做好相应的准备避免厅出现透析低血压。透析过程中应
当明确肝素使用量，加强巡视，观察患者是否发生出血并及
时进行处理。 

讨论 
综上，中西医结合护理将中医护理与常规西医护理措施

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其应用于老年慢性肾衰血液透析患者的
临床护理中，能够优先将二者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通过健
康教育、情志护理、膳食调护、并发症预防等措施能够使患
者的心理状态得以改善，认知度得到提高，满足患者的机体
营养所需，从而保证透析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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