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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透患者护理中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的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分析 

夏 茜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以提高血透患者护理水平为研究目标，在临床护理中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明确其对血透患

者的影响。方法 以 2023 年 1 月-12 月时间段中于院内接受诊疗的血透患者为分析对象，共计 95 例，对各个患者

进行编号后采取随机抽取法设置成对照组（49 例）、观察组（46 例），分别以常规手段、个体化健康教育手段实

施两组护理干预，对干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健康生活方式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P<0.05）。不

良反应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总值更低（P<0.05）。结论 在临床护理中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有利于改善血透

患者健康生活方式，有利于控制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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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nursing level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as the research goal, to implement 
individualized health educa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to clarify its impact on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95 
hemodialysis patients treated in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of 2023.01-12 were selected as the analysis objects. Each patient 
was numbered and randomly selected to b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49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46 cases). Two 
group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implemented by conventional means and individualized health education means 
respectively, and the intervention situa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In terms of healthy lifestyle, the valu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wo groups (P<0.05). In terms of adverse reactions, the total valu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ividualized health educa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healthy lifestyle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and controlling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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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肾功能衰竭患者，主要会采取血液透析方式

帮助患者控制病情。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血透患者会

因为缺乏相关疾病健康知识，不能有效改善自身健康

生活方式，易对治疗效果造成不良影响[1]。因此，在血

透患者治疗中，需重视相关健康教育，提高患者疾病认

知程度，引导患者有效改善健康生活方式，加强病情控

制[2]。文中分析了血透患者护理中应用个体化健康教育

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3.01-12 时间段中于院内接受诊疗的血透患

者为分析对象，共计 95 例，对各个患者进行编号后采

取随机抽取法设置成对照组（49 例）、观察组（46 例）。

年龄范围方面，两组年龄：50 岁≤年龄≤74岁，观察组

均值（57.43±4.33）岁，对照组均值（57.45±4.31）岁；

性别方面：观察组男性占比 28 例、女性占比 18 例，

对照组男性占比 29 例、女性占比 20 例。经统计学系

统处理两组基础资料相关数据信息后证实可比性高

（P>0.05）。此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审批。择

取要求：均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资料齐全。剔除要求：

中途退出。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 
辅助患者完成相关检查，告知相关注意事项，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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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变化，及时发现异常并采取对

应处理措施。 
1.2.2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个体化健康教育 
①分析各个患者相关资料，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对

患者进行相应评估，根据不同患者疾病健康知识掌握

程度、文化程度、理解能力等，制定个体化健康教育方

案，确保护理质量。 
②个体化疾病知识教育：对于具备疾病健康知识

的患者，利用口头讲解方式告知相关注意事项，鼓励提

问并耐心回答。对于缺乏部分健康知识的患者，给予疾

病健康知识手册，提醒翻看时将不清楚的地方进行标

注，询问护理人员。对于完全缺乏疾病健康知识的患

者，需将病因、危险因素、治疗方法、治疗作用、护理

流程等相关内容制作为幻灯片或者短视频，播放的同

时利用通俗易懂语言进行讲解，可与患者获取微信或

者 QQ 等线上联系方式，将幻灯片或短视频发送，便

于患者随时观看；利用模型讲解与模拟演示方式让患

者了解治疗与护理过程，并进行病案讲解，告知治疗与

护理后可获得的效果，提高依从性。 
③个体化饮食教育指导：结合患者肾脏病情、血透

治疗情况和营养需求，对患者强调合理膳食结构、适量

蛋白质摄入、控制糖分和脂肪摄入等对病情稳定重要

性，指导患者如何根据自身情况和饮食需求进行食物

选择和搭配，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营养管理。根据患者具

体情况，对患者每日饮食中磷、钠、钾、糖分、盐分、

脂肪等摄入量进行严格控制。 
④个体化情绪教育指导：根据患者的情绪状态和

需求，提供相应的情绪支持和心理教育。可以通过倾

听、鼓励、理解和安慰等方式，帮助患者调节情绪，增

强抗压能力。若患者缺乏技术支持，应与家属保持良好

沟通，鼓励家属多陪伴患者，让患者主动与家属沟通，

使其互相理解，帮助患者获取家属支持。若患者缺乏社

会支持，定期组织病友交流活动，鼓励患者之间分享个

人经历，让患者感受到社会支持。可选择面对面沟通、

线上发送视频等方式，帮助患者掌握深呼吸练习与冥

想方法，鼓励患者根据个人偏好，培养绘画、陶艺、书

法等兴趣，转移注意力，减轻不良情绪。 
⑤个体化运动教育指导：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

定个体化的运动计划，确保运动类型、强度、频率和持

续时间等的合理性。建议选择适度的有氧运动，如散

步、慢跑、骑自行车等，提醒避免过度劳累和受伤。 
⑥个体化药物教育指导：在给予不同患者药物时，

向患者详细讲解药物作用机制、用药可获得的效果、可

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法等，并进行举例说明，强

调规范用药重要性。 
1.3 判断标准 
（1）评估两组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方式评估

量表，评估内容包括健康饮食、规范用药、适量运动、

情绪稳定，每项 0-40 分，分值越高则表示生活方式越

健康。（2）统计两组恶心呕吐、烦躁不安、头晕头痛、

血压升高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t 和x±s 为连续性

变量中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卡方和%为计数资

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或价值。 
2 结果 
2.1 健康生活方式分析 
健康生活方式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

（P<0.05）。如表 1 所示。 
2.2 不良反应分析 
不良反应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总值更低

（P<0.05）。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从血透患者实际情况来看，合理的饮食可减少肾

脏负担，维持电解质平衡；适量运动有利于提高身体代

谢和免疫功能；保持稳定情绪有利于减轻临床症状与

心理压力；规范用药可增强疗效，减少并发症[3]。临床

针对血透患者主要会采取常规模式开展护理工作，虽

然有利于治疗顺利进行[4]，但是不能有效提高护理效

果。个体化健康教育是根据个体的健康状况、疾病风

险、生活方式等因素，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的健康教育计

划[5]。 
表 1  比对两组健康生活方式评分[（x±s）（分）] 

组别 健康饮食 规范用药 适量运动 情绪稳定 

观察组（n=46） 37.02±1.12 37.12±1.69 37.12±1.26 37.62±1.03 

对照组（n=49） 31.02±0.74 31.10±0.32 31.11±0.29 31.07±0.33 

t 30.986 24.480 32.495 42.275 

P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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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对两组不良反应（n，%） 

组别 恶心呕吐 烦躁不安 头晕头痛 血压升高 总发生 

观察组（n=46） 0 1 0 0 1（2.17） 

对照组（n=49） 1 2 1 1 5（10.20） 

χ2     5.556 

P     0.018 

 
通过了解个体的需求和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健康

教育内容和方法，以帮助个体更好地管理疾病、改善健

康、预防疾病的发生[6]。将其应用到血透患者护理中，

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患者的健康教育内容，提

高健康教育效果，有利于增加患者对自身健康管理的

主动参与度，提高依从性[7]。结合文中研究结果，健康

生活方式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

（P<0.05）。不良反应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总值更

低（P<0.05）。提示，在血透患者护理中应用个体化健

康教育效果较佳。 
究其原因，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后，制定个体化健

康教育计划，确保护理质量；按照个体化健康教育，对

患者开展饮食、情绪、药物、运动等方面健康教育，让

患者清楚了解改善健康生活方式对病情控制重要影

响，掌握健康方式改善方法，使其主动参与到护理中，

有效形成健康饮食、保持良好情绪、坚持适量运动、规

范用药等健康生活方式，增强整体疗效[8-9]，减少并发

症。但是文中纳入例数较少，存在局限，需要对应用价

值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在临床护理中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有

利于改善血透患者健康生活方式，有利于控制不良反

应，这对提高血透患者护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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