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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心理护理在血液透析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罗淑祯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目的：探讨个体化心理护理在血液透析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该院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收治的血液透
析患者 10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0 例，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50 例，给予个体化心理护理。比较两种护理
手段对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结果：观察组的心理情绪评分更低，2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个体化
心理护理可使患者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得到有效疏解，应用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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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虽能使肾衰竭、尿毒症患者的生命得以延长，

但长期的血透会使患者身心饱受折磨，大多数患者都会表现

出明显的厌烦、消极等情绪，更甚者，还会出现拒绝配合等

不良行为
[1]
。因而，给予血透患者科学合理的护理手段是至

关重要的。本研究针对目前的现状，比较和分析给予血液透

析患者个体化心理护理的运用成果，详细见以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该院于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收治的血液透析

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

组共50例患者，男27例，女23例；年龄40~70岁，平均（52.85

±4.16）岁；对照组共 50 例患者，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42～72 岁，平均 (53.76±4.48) 岁。简单分析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其差异毫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个体化心理护理：（1）

满足患者心理需求：以亲切的态度、简单易懂的话语给患者

详细介绍疾病的病因、血透流程、注意事项、不良反应等相

关内容，确保患者可用平和的心态从正面看待疾病。若患者

过于消极悲观，可多和其聊一些风趣幽默的正能量话题，让

患者看到美好生活的希望，并用血透疗效较佳的例子鼓励患

者坚定与疾病持续斗争的信念。（2）健康教育：护理人员要

在适当时机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若察觉患者内心

较为压抑、烦躁，可通过为其播放轻柔舒缓的音乐、陪其观

看相声、小品等方式分散患者对病情的关注度，还可鼓励患

者多和病友交流，病友之间的情感共鸣会更加强烈，患者能

尽情倾诉出内心的各种压力。（3）家属支持：告知家属可在

闲暇时，多多陪伴患者，给予患者最大的精神和心理支持，

让患者毫无后顾之忧的安心治疗。 

1.3 观察指标 

用 Zung 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 (SDS)和焦虑自评量表 

(SAS)评定患者的心理情绪，每个表各有 20 个条目，各条目

依照症状的出现情况又可划分为 4 个等级。分数越小，表示

患者内心积攒的负性情绪越少。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以 X

2
检验，P＜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n=50），护理前 SAS（47.41±4.89），SDS（43.41

±7.35），护理后 SAS（31.15±4.25），SDS（30.50±5.16）；

对照组（n=50），护理前 SAS（46.58±5.22），SDS（44.47

±7.62），护理后 SAS（36.18±4.17），SDS（37.48±4.84）；

（t=1.836，P=0.161；t=2.910，P=0.527；t=10.314，P=0.000；

t=10.906，P=0.000）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临床上延长肾衰竭、尿毒症患者生存时间的

有效手段，然而，患者在疾病和长期血透的双重折磨下，身

心都会遭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免会在内心积攒大量的

抑郁、悲观、消极等负性情绪，若患者长期沉浸在负能量满

满的内心世界中，医治疗效势必会大打折扣
[2]
。 

常规护理将重心都放在了血透过程中的护理，对患者生

理、心理等多方面需求的关注度较低，护患之间没有形成紧

密、融洽的和谐关系，患者的依从配合度较低。个体化心理

护理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引，旨在给予患者更为全面、舒适的

护理服务
[3]
。在个体化心理护理之下，护理人员会及时回应

患者的各种需求，通过适时的心理疏导帮其排解内心的各种

负性情绪，给予患者最大的精神慰藉和心理支持，最大限度

的确保血透可顺利完成。同时，健康教育和家属支持可让在

患者感受到家人关怀的基础上，与医护人员做好配合
[4-5]

。从

上述研究可知，观察组的心理情绪评分更优，这一结果足以

说明个体化心理护理在血透患者护理中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个体化心理护理不仅能将患者内心的抑郁、

烦躁等负性情绪降低到最小范围内，还能使其依从配合度得

到进一步提升，值得广为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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