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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干预对血液透析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 

李 芸，冷盛君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分析对血液透析病人实施健康促进干预后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方法 将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我院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 60 例病人当成研究对象，按照不同护理干预方法进行分组，将其分为健

康促进组和一般护理组，每组各 30 例。一般护理组选择基础护理实施干预，健康促进组选择在一般护理组的基

础上，实施健康促进干预，比较两组病人干预前后的心理状况以及健康促进行为情况。结果 干预前，两组病人

的 SDS、SAS 评分没有统计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病人的 SDS、SAS 评分均有显著降低，且健康促进

组病人的 SDS、SAS 评分明显低于一般护理组，组间存在比较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病人的健康促进

行为评分之间没有统计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病人的健康促进行为评分均有所提升，且健康促进组病

人的运动锻炼、压力应对、健康责任、个人目标、人际关系等评分均明显高于一般护理组，组间存在比较意义（P
＜0.05），但两组病人的营养评分没有统计意义（P＞0.05）。结论 对血液透析病人实施健康促进干预，能极大

改善病人的抑郁、焦虑情绪，提升病人的健康促进行为，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值得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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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lth promotion intervention on mental health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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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ealth promotion intervention on mental health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60 patients receiving hemodialysis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0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health 
promotion group and general nursing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general nursing group selected the basic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health promotion group selected the health promotion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general nursing group, and compared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health promotion behavior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SDS and SAS scores of patients in 2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SDS and SAS scores of patients in 2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health promo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eneral nursing group, there was a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between groups (P < 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health promoting behavior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health promoting behavior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and the scores of exercise, stress coping, health responsibility, personal goal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the health promot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general nursing 
group. There was a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nutritional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Health promotion intervention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can greatly improve patient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improve patients' health promotion behavior. It has 
good application value 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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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主要对慢性肾功能衰竭病人进行替代 治疗的方式，虽然此方式能延长病人生命，但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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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病人带来的身体不适、医疗费用负担、日常饮食限

制等情况均会使病人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1]。经

调查，负面情绪会使病人的病情加重，降低病人的治

疗效果和生活质量[2]。健康促进主要是通过组织或行政

的方法来广泛协调各部分、社区、家庭、个人对各自

的健康行为进行共同促进维护，从而就能达到帮助人

们健康生活的目的。为了分析对血液透析病人实施健

康促进干预后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本文对在我

院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 60 例病人进行了有关研究，现

数据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我院进行血液透

析治疗的 60 例病人当成研究对象，按照不同护理干预

方法进行分组，将其分为健康促进组和一般护理组，

每组各 30 例。一般护理组中，女 13 例，男 17 例；年

龄范围在 44-73 岁之间，年龄平均为（51.32±6.74）
岁。健康促进组中，女 14 例，男 16 例；年龄范围在

45-75 岁之间，年龄平均为（51.38±6.59）岁。本次研

究病人一般信息资料比较没有较大差异（P＞0.05），

可进行对比。 
纳入标准：经详细了解后，均自愿签署相关文件

并参与研究，审批通过。 
排除标准：重要器官受损严重者；不配合研究者；

精神意识障碍，交流不畅；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1）一般护理组 
一般护理组选择基础护理实施干预，包括评估病

情、讲解注意事项、健康教育、以及监测脉搏、呼吸

频率、心率、以及血压等生命体征等[3]。 
（2）健康促进组 
健康促进组选择在一般护理组的基础上，实施健

康促进干预。对病人实施为期两个月的健康促进干预：

①将所有病人统一拉进一个微信群，并在群里发放制

作好的传播材料，内容包括血液透析的相关知识、血

液透析的重要性、以及健康行为习惯等方面。②定期

开展有关血液透析的知识讲座，对血液透析相关知识

进行详细讲解，并讲解一些在进行血液透析后容易产

生的并发症、以及注意事项和正确用药的方式等[4]。③

每周开展一次血液透析健康教育的主题活动，由血液

透析专科护士主持，让病人对自身的有益经验进行推

广，对错误行为进行纠正的方式等[5]。另外，还可以不

定期组织病友交流会，通过微信支持、个体交流、以

及集体交流等方式，来对血液透析期间的健康行为生

活方式进行介绍，例如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控

制体重、压力应对、科学饮食、锻炼和运动、以及遵

医嘱行为等。④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

适宜且科学的饮食方案以及锻炼运动方案[6]。 
1.3 观察指标 
（1）观察比较两组病人干预前后的心理状况。通

过 SDS（抑郁自评量表）和 SAS（焦虑自评量表）来

分别对病人干预前后的抑郁、焦虑情况进行评估，分

数越高，表示病人的抑郁、焦虑情况越严重。 
（2）观察比较两组病人干预前后的健康促进行为

情况。通过 HPLP-II（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来对病

人干预前后的健康促进行为进行评估，内容包括运动

锻炼、压力应对、营养、健康责任、个人目标、人际

关系等维度，分数越高，表示病人的健康促进行为程

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全部以 SPSS20.0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采取 t 检验方式:
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采用 χ2 检验，结果以 P＜
0.05 表示本次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健康促进组和一般护理组干预前后的心

理状况 
由表 1 数据可知，干预前，两组病人的 SDS、SAS

评分没有统计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病人的

SDS、SAS 评分均有显著降低，且健康促进组病人的

SDS、SAS 评分明显低于一般护理组，组间存在比较

意义（P＜0.05）。 

表 1 健康促进组和一般护理组干预前后的心理状况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SDS 评分 SA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健康促进组 30 54.08±2.47 25.97±2.98 56.87±1.15 25.07±2.24 

一般护理组 30 53.87±2.14 39.24±2.47 57.72±2.94 38.24±1.46 

t  0.352 18.778 1.475 26.487 

P  0.726 0.000 0.14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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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比较健康促进组和一般护理组病人干预前后

的健康促进行为情况 
干预前，两组病人的健康促进行为评分之间没有

统计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病人的健康促进

行为评分均有所提升，且健康促进组病人的运动锻炼、

压力应对、健康责任、个人目标、人际关系等评分均

明显高于一般护理组，组间存在比较意义（P＜0.05），

但两组病人的营养评分没有统计意义（P＞0.05）。 
3.讨论 
血液透析属于临床主要治疗终末期肾衰竭病人的

肾脏替代治疗方法之一，而病人对治疗的配合度会对

血液透析的效果有着一定的影响[7]。同时，血液透析虽

然能挽救或者延长病人的生命，但长时间接受此项治

疗，极易会使病人产生各种并发症，从而就会使病人

增加经济、身体、以及心理压力，也就会使病人的治

疗依从性降低[8-12]。而由于大多数病人因为自身疾病以

及对血液透析没有充分的认知，因此极易会出现焦虑、

抑郁的不良情绪，从而也会使治疗效果受到影响[13-16]。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两组病人的 SDS、SAS 评

分没有统计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病人的 SDS、
SAS 评分均有显著降低，且健康促进组病人的 SDS、
SAS 评分明显低于一般护理组，组间存在比较意义（P
＜0.05）；干预前，两组病人的健康促进行为评分之间

没有统计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病人的健康

促进行为评分均有所提升，且健康促进组病人的运动

锻炼、压力应对、健康责任、个人目标、人际关系等

评分均明显高于一般护理组，组间存在比较意义（P＜
0.05），但两组病人的营养评分没有统计意义（P＞
0.05），可见，对血液透析病人实施健康促进干预更能

降低其 SDS、SAS 评分，提升健康促进行为评分。 
综上所述，对血液透析病人实施健康促进干预，

能极大改善病人的抑郁、焦虑情绪，提升病人的健康

促进行为，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值得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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