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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健康教育在血透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田茂芹

贵州省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目的：研究和分析在护理血透患者过程中应用个体化健康教育的最终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我院在 2017年 3月-2019
年 2月收治的 66例患者作为本次课题研究对象，在患者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比组，每组患者 33人，对比组患者采

用常规的护理方法，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个体化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最终护理效果。结果：对比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

治疗后治疗依从性，研究组患者情况明显高于对比组，差距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后自我护理能力

水平，研究组实际情况优于对比组，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护理血透患者过程中应用个体化健康教育有着

良好的效果，有利于提升听从医师医嘱程度，促进患者掌握更多的健康知识，因此值得在现代临床医学中广泛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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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HD）是当今治疗急性和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肾

脏替代主要治疗方式之一，其是通过将患者体内血液引流到体外，

再经由一个无数根空心纤维形成的透析器，血液与含机体浓度相

似的透析液在多根空心纤维内外，通过弥散以及吸附和超滤等原

理进行物质交换，从而充分清除患者体内代谢废物，维持机体电

解质和酸碱平衡；同时最大程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过多水分，将经

过净化的血液回输的整个过程[1-2]。在患者进行血液透析过程中应

当对其予以良好护理，健康教育作为护理当中的重要内容，不但

可以增加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同时还可以提升医护关系。基

于此，本文对护理血透患者过程中应用个体化健康教育的最终应

用效果进行详细探究，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在 2017年 3月-2019年 2月收治的 66例患者

作为本次课题研究对象，在患者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分为研究

组和对比组，每组患者 33人，对比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

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个体化护理，对比两组患者

最终护理效果。本次试验中，研究组有男性患者 22人，女性患

者 11人，年龄范围在 22-5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5.14±4.86）
岁；对比组有男性患者 21人，女性患者 12人，年龄范围在 23-5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5.96±5.04）岁。对比两组患者在年龄以

及性别等基础资料尚未发现明显差异，因此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
＞0.05），可以进行比较。

1.2方法

对比组患者采用常规方法护理，透析前帮助患者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详细了解患者病情以及以往化验情况，同时告知患者透

析相关事项；透析过程严密观察患者各项生命体重，观察患者穿

刺部位是否出现水肿以及出血问题。透析结束后医护人员需要再

次对患者进行血压以及体温等基本体征检测，抽血检查患者透析

情况。

研究组患者在对比组患者基础上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解决

患者生理需求。透析过程中，医护人员需向患者解答遵医行为的

重要性，听取患者主诉，为患者提供帮助。（1）强化对患者治疗

和疾病知识教育：告知患者透析治疗的作用以及最终目的，同时

告知患者血液透析中容易出现的并发症以及处理方法，采用补铁

剂以及促红细胞等药物剂的目的。（2）饮食教育指导：明确患者

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的重要性，同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对患者进行

相应的饮食指导。针对第一次血液透析的患者来说，如若患者出

现高血钾症以及水钠潴留等问题，医护人员需告知患者在日常饮

食作用严格控制盐分和水分的摄入，避免食用含钾量高的食物，

向患者讲述高血钾症的症状，从而提升患者自我识别。（3）强化

患者自我护理：充分利用宣传片以及手册等方式提升患者动静脉

内瘘等自我护理能力，并采用电话随访的方式解决患者自我护理

中的问题，以此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之后的治疗依从性，分为三个等级，

完全依从、基本依从和不依从，总依从率等于完全依从和基本依

从的总和；观察对比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之后的自我护理能力水

平。

1.4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均行 SPSS20.0软件处理，其中计量资料两组患者

在接受护理之后的自我护理能力水平对比用（ X ±S）的形式表

示，行 t检验；计数资料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之后的治疗依从性

对比用[n（%）]的形式表示，行 X2检验，当两组患者数据展现

出明显差异，同时数据出现 P＜0.05时说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Medical Forum 医学论坛 第 1卷第 2期 2019 年

6

2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治疗后治疗依从性，研究组患者的

治疗依从性总依从率为 96.97%，明显高于对比组，差距明显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所示：

表 1两组患者用药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研究组 33 22（66.67） 10（30.30） 1（3.03） 32（96.97）

对比组 33 19（57.58） 5（15.15） 9（27.27） 24（72.73）

X2 - - - - 7.5429

P - - - - 0.0060

2.2对比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后自我护理能力水平，研究组患者的

自我护理能力高于对比组，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2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后自我护理能力水平（ X ±S）

组别 例数 饮食控制 适当锻炼 自我心理调节 健康知识掌握

研究组 33 46.58±3.25 53.22±4.18 56.98±4.74 65.24±3.64

对比组 33 43.04±3.05 50.47±3.04 52.01±4.33 55.14±3.58

t 4.5626 3.0564 4.4471 11.3642

P 0.0000 0.0033 0.0000 0.0000

3讨论

血液透析是当今现代临床医学中一种常见的肾脏替代疗法，

近年来我国血液透析技术已经逐渐完善，但是在治疗当中依旧存

在较高的死亡率，分析其原因，主要与患者治疗依从性以及患者

心理状态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对患者进行血液

透析过程中应当充分给予患者健康教育，开展个性化健康教育，

才能促进患者康复[3-4]。

通过本文论述可知，对比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治疗后以及两

组患者接受护理后自我护理能力水平，研究组实际情况优于对比

组，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在护理血透患者过程中应用个体化健康教育有着良好

的效果，有利于提升听从医师医嘱程度，促进患者掌握更多的健

康知识，因此值得在现代临床医学中广泛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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