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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研究法构建的延伸护理新模式对慢性肾功能

衰竭患者护理有效性分析

潘祎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行动研究法构建的延伸护理新模式对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护理有效性。方法：一共选择了 2019年 3月至 2020
年 4月期间收治的 66例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根据随机的数字法将患者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 33人。其中观察组接受基于

行动研究法构建的延伸护理新模式，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护理前后肾功能指标、生活质量。结果：观察

组的护理效果为 93.94%，高于对照组的 72.73%，P<0.05。观察组的护理前后 TC、SCr、BUN等肾功能指标分别为 3.64±0.79、3.96
±0.41、803.46±61.08、554.45±42.83、25.22±4.21、10.73±3.16，均要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躯体健康、躯体疼痛、躯

体角色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健康等生活质量分别为 27.07±3.08、3.76±1.46、7.45±1.19、8.84±1.02、25.74±1.62，均高于对照

组，P<0.05。结论：行动研究法构建的延伸护理新模式对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护理有效性显著，能够有效促进患者身体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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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功能衰竭使肾脏疾病发展到终末期所表现出来的正

传，对各个器官和系统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最终会威胁到患者

的生命安全，需要联合有效的治疗和护理共同干预[1]。行动研究

法能够根据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为其提供

护理方案，将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本次研究针对行动研究法构

建的延伸护理新模式对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护理有效性进行分

析，以下为具体内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基础资料

选择 2019年 3月至 2020年 4月期间收治的慢性肾功能衰

竭患者 66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的方式平均对患者进行分

组，每组 33人。其中观察组中有 18例男性，15例女性，年龄

在 33岁至 75岁，平均（53.31±2.74）岁，对照组中有 19例男

性，14例女性，年龄在 34岁至 74岁，平均（53.29±2.72）岁，

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发现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行动研究法构建的延伸护

理新模式，首先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根据患者的

一般资料情况进行分析和调查。其次计划制定，在患者出院之后

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家庭随访、讲座及病友交流会、主治医生

定期门诊跟踪随访等，并且告知患者日常饮食护理的重要性，尽

量多食用一些高蛋白的失误，帮助患者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针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干预，护理人员需要认真的倾听患者的

倾述，并且分析患者出现不良心理的原因，并且采取合理的措施

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最后要将计划进

行实施，给不同的患者安排不同的护理干预方式，并且积极鼓励

患者参与相应的座谈会和交流会，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同

时也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去了解和学习饮食护理、用药

禁忌等内容，保证自身的症状能够有效控制，从而促进肾功能的

恢复。

1.3 观察指标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护理前后 TC、SCr、BUN等

肾功能指标、躯体健康、躯体疼痛、躯体角色功能、社会功能、

心理健康等生活质量。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0.0检验相关数据，对护理效果进行 X2值检验，

对护理前后肾功能指标、生活质量进行 T值的计算，p<0.05的
时候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护理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效果比较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n=33）
20（60.61%） 11（33.33%） 2（6.06%） 31（93.94%）

对照组

（n=33）
15（45.45%） 9（27.27%） 9（27.27%） 24（72.73%）

X2 5.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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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207

2.2 护理前后肾功能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前后 TC、SCr、BUN等肾功能指标均优于对照

组，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前后肾功能指标比较

组别
护理前

TC

护理后

TC

护理前

SCr

护理后

SCr

护理前

BUN

护理后

BUN

观察

组

（n=3
3）

3.64±
0.79

3.96±
0.41

803.46±
61.08

554.45±
42.83

25.22±
4.21

10.73±
3.16

对照

组

（n=3
3）

3.63±
0.34

3.73±
0.21

806.43±
69.02

594.58±
50.22

25.42±
4.12

13.82±
3.15

T 0.0667 2.8682 0.1851 3.4926 0.1733 3.9783

P 0.9470 0.0056 0.8537 0.0009 0.8629 0.0002

2.3 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的躯体健康、躯体疼痛、躯体角色功能、社会功能、

心理健康等生活质量均要优于对照组，P<0.05，详情见表 3。

表 3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躯体健康 躯体疼痛 躯体角色

功能

社会功能 心理健康

观察组

（n=33）
27.07±
3.08

3.76±
1.46

7.45±
1.19

8.84±
1.02

25.74±
1.62

对照组

（n=33）
21.33±
4.62

5.17±
2.14

5.73±1.3
8

6.44±
1.12

20.54±
2.03

T 5.9384 3.1266 5.4223 9.1011 11.5016

P 0.0000 0.0027 0.0000 0.0000 0.0000

3.讨论

患者在接受常规护理的时候，往往在出院之后无法接受专业

的护理，即使有随访也是电话随访，而且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对

自身的疾病认识不足，所以很容易出现不良的心理状况，因此会

影响到整体的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通过良

好科学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延伸护理能够通过全面性的医疗服

务为患者提供延续性护理，并且其中也包括出院后的随访，能够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方案[2]。

针对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来说，如果发展至晚期并没有比较

明确的治疗方案，所以一般是采取维持性治疗，这也是为患者提

供延伸护理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患者能够安心养病，需要给予

患者健康电话随访、知识讲座、座谈会、家庭访视等护理服务，

根据患者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调整[3]。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的护理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观

察组的护理前后 TC、SCr、BUN等肾功能指标均要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的躯体健康、躯体疼痛、躯体角色功能、社会功

能、心理健康等生活质量也均高于对照组，P<0.05。

总而言之，行动研究法构建的延伸护理新模式对慢性肾功能

衰竭患者护理有效性显著，值得进一步在临床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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