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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睡眠质量和症状的影响

杨 琴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分析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睡眠质量和临床症状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

2021年 3月到 2022年 3月接收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一共为 80例，将其按照随机数表方式分组，

其中 40例研究对象采取基础护理，设定为对照组，40例研究对象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设

定为观察组。分析两组护理效果差异。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睡眠质量评分明显降低于对照组，观察组临床症状

评分明显降低于对照组，（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应用于维持性血液

透析中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和临床症状，值得临床重视并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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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ntinuous care of aerobic exercise on sleep quality and symptoms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Qin Yang

Guiyang Public Health Treatment Center,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aerobic exercise on sleep quality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a random
number table. 40 of them took basic care and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40 of them were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by adding continuous care of aerobic exercis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of nurs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analyz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sleep quali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dicat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care of aerobic exercise can 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ttention and promotion.

【Key words】Continuous nursing of aerobic exercise;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Quality of sleep; clinical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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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是指通过血液透析或者腹膜透析

挽救患者生命，延长尿毒症患者生命的方法。维持性

血液透析治疗主要目的在于代替肾衰竭丧失部分功能，

比如：清除代谢废物、调节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1]。

通过弥散、渗透、对流和超滤，达到毒素清除，电解

质平衡等效果。但是患者长期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

疗并发症发生率也较高。加上患者治疗时间较长，对

病情担心，极容易引起较多不良情绪，比如：焦虑、

抑郁等，会直接影响睡眠，降低生活质量[2]。有氧运动

的延续护理能够改善身心健康，改善睡眠状况，促进

临床症状恢复。此次研究则分析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

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睡眠质量和临床症状的影响。

详细内容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1 年 3 月到 2022 年 3 月接收的维持

性血液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一共为 80例，将其按照

随机数表方式分组，其中 40例研究对象采取基础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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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对照组，40例研究对象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有

氧运动的延续护理，设定为观察组。对照组男 22（55%）

例，女 18（45%）例，年龄范围 40岁到 63岁，平均

年龄 50.02±2.11岁。观察组男 21（52.50%）例，女 19
（47.50%）例，年龄范围 42 岁到 67 岁，平均年龄

50.07±2.14岁。纳入标准：①患者以及家属均知情同意，

②均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排除标准：①精神异常，

沟通障碍，②配合度较低，③其他严重合并类疾病，

④恶性肿瘤患者。对两组患者年龄等基础资料分析后

显示，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对

本研究均完全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我院伦理

委员会对本研究也完全知情，并批准研究。

1.2方法

对照组实施基础护理，观察组实施有氧运动的延

续护理。

1.2.1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基础护理，为根据医生嘱咐，患者护

理需求实施护理干预。主要又饮食指导，健康宣导，

日常生活照料等。

1.2.2观察组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

主要内容：①建立患者专属病历档案，对患者基本资

料进行整理和记录，主要包括：病情情况、姓名、年

龄、患病时间、联系方式、出院时身体状况、用药标

准、运动强度和频率等。②出院宣教，告知患者有氧

运动的延续护理重要性，向患者介绍有氧运动的延续

护理方法、流程、目的等，使其能够建立正确认知，

提高患者院后护理配合度和积极性。③ 建立微信平台，

将患者、家属拉入到微信群中。微信平台由专门的护

理人员进行管理，每日保持 2 名护理人员实时在线。

制定有关有氧运动科普知识，主要包括运动前，运动

时，运动后注意事项，运动方法，运动时间把握，自

我运动判断等。引导患者勇于在群中分享运动体会，

病情恢复感受，并提出不足之处，护理人员对护理不

足内容进行整理，并优化护理内容。对患者院后提出

的问题及时进行解决，积极解答疑惑，引导患者掌握

正确运动方法，全面保障院后护理效果。④有氧运动

方法，掌握患者病史和心肺功能、肾功能等检查结果，

结合患者生活习性，并和患者一同制定合理，标准运

动计划。具体方法有散步、快走、广场舞、太极等。

运动以中低强度为主，控制在进食前后两小时，运动

时间为半小时左右，运动强度以略微出汗最佳，每周 3
次左右。⑤电话随访，护理人员通过电话方式和患者

有效沟通，给予安慰，同时了解运动锻炼情况，根据

实际情况优化运动方式。询问患者运动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及时给予解决方法，保证运动锻炼有效性。

1.3观察指标

根据匹兹堡睡眠评价指标（PSQI）评分分析两组

患者护理前，后一个月睡眠质量情况。主要包括睡眠

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以及日间功能障碍。按照 0、1、2、3分计分，

总分为 21分，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分析两组护理前，后一个月临床症状评分。主要

包括乏力、瘙痒、皮肤干燥、入睡困难、口干。分值

为 0-4 分，根据无、轻微、中度、重度、非常严重进

行评分。总分为 20分，分数越高临床症状越严重。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0.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检验，并以（χ±s）表示，（P<0.05）为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分析两组护理前，后 PSQI评分

得出结果，护理前，两组 PSQI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护理后，观察组 PSQI 评分明显降低于

对照组，（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 1。

表 1 分析两组护理前，后 PSQI评分（χ±s）

组别
例

数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障碍 催眠药物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1.77±0.88 1.01±0.45 1.37±0.78 1.09±0.45 1.67±0.78 1.02±0.451.40±0.77 1.11±0.33 1.48±0.78 1.01±0.20 1.42±0.77 1.03±0.21 1.66±0.79 1.00±0.12

对照组 40 1.79±0.90 1.44±0.67 1.40±0.82 1.39±0.77 1.70±0.81 1.37±0.691.47±0.79 1.30±0.45 1.50±0.90 1.23±0.37 1.46±0.79 1.29±0.38 1.69±0.82 1.24±0.20

t - 0.892 2.875 0.765 0.811 0.334 1.455 0.455 0.812 1.233 1.099 0.400 2.202 0.794 1.029

P - 1.022 0.010 0.900 0.044 0.675 0.003 0.684 0.033 1.023 0.029 0.601 0.049 0.60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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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分析两组护理前，后临床症状评分

护理前：观察组乏力评分（1.92±1.23）、瘙痒评

分（1.87±1.11）、皮肤干燥评分（1.90±1.22）、入睡

困难评分（1.76±1.09）、口干评分（1.88±1.28）。对

照组乏力评分（1.90±11.20）、瘙痒评分（1.88±1.23）、
皮肤干燥评分（1.92±1.23）、入睡困难评分（1.78±1.11）、
口干评分（1.78±1.12）。两组护理前乏力评分（t=0.901，
p=0.245）、瘙痒评分（t=0.782，p=1.002）、皮肤干燥

评分（t=1.750，p=0.877）、入睡困难评分（t=1.670，
p=1.204）、口干评分（t=1.704，p=0.899）。护理后：

观察组乏力评分（1.22±0.89）、瘙痒评分（1.11±0.34）、
皮肤干燥评分（1.29±1.17）、入睡困难评分（1.12±1.02）、
口干评分（1.21±0.21）。对照组乏力评分（1.60±1.09）、
瘙痒评分（1.60±0.52）、皮肤干燥评分（1.60±1.29）、

入睡困难评分（1.32±1.20）、口干评分（1.42±0.31）。

两组护理后乏力评分（t=2.011，p=0.021）、瘙痒评分

(t=2.102，p=0.002)、皮肤干燥评分(t=1.203，p=0.022)、
入睡困难评分(t=2.231，p=0.002)、口干评分（t=2.100，
p=0.011）。得出结果，两组护理前临床症状评分无明

显差异，(P＞0.05）。观察组护理后临床症状评分明显

降低，（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血液透析能够有效清除体内代谢废物，维持电解

质和酸碱平衡，保障患者生命安全。但是在长时间维

持性血液透析过程中也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比如：

睡眠质量降低，疼痛等。对患者心理和生理带来了一

定影响。患者院后存在运动方法不正确，没有坚持运

动情况，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率。做好院后运动指导，

不仅能够提高机体抵抗力，还能改善睡眠质量，提高

生活水平[3-5]。

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即院后持续对患者进行有氧

运动指导，引导患者院后标准，合理运动。引导患者

院后适量规律运动能够丰富患者生活，改善精神疲劳，

增强 对身体掌握能力和自信力，并且还能恢复睡眠质

量。适当，规律的运动还能够增加尿素和水排泄，能

够有效清除尿毒症毒素，改善患者机体状况[6-8]。此次

研究则分析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睡眠质量和临床症状的影响。结果发现，护理前，

两组 PSQI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

观察组 PSQI评分明显降低于对照组，（P<0.05）为差

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护理前临床症状评分无

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护理后临床症状评分明

显降低，（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通

过分析两组护理前，后 PSQI评分和临床症状评分能够

发现采取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更能够改善患者睡眠质

量，加快临床症状恢复。

综上所述，有氧运动的延续护理应用于维持性血

液透析中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和临床症状，值得临床重

视并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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