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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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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循证护理在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的应用价值。方法 将我院于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收治的 74 例行血液透析的慢性肾衰竭患者纳入研究，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7 例。对

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循证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在采用循证护理后，其肾功能指标、

自护能力评分、并发症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循证护理可有效改善慢性肾衰竭

血液透析患者肾功能，提升其自护能力，并降低不良事件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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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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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Methods 74 cases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patients undergoing hemodialy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2 to December 2023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7 cases in each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car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adopt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better renal function 
indicators, self-care ability scores,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Evidence based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renal function, 
enhance self-care abilit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adverse events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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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疾病可能导致患者逐渐发展为慢性肾功

能衰竭。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血液透析作为治疗方

法，需要定期住院接受治疗。然而，很大一部分的治疗

过程是在医院外进行的。为了确保治疗效果有效并改

善预后，患者良好的依从行为和自我管理能力至关重

要[1]。传统的护理方法通常涉及提供口头指导和分发教

育手册，但它们往往缺乏在心理支持、饮食管理和运动

习惯等方面的具体指引。循证护理在制定全面、科学和

实用的护理计划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计

划考虑了循证医学原则[2]以及临床专业知识和患者需

求。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循证护理在慢性肾衰竭血液透

析患者的应用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74例诊断为慢性肾衰竭并在我院进

行血液透析的患者，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 37 例。对照组男性 23 例，女性 14 例，年龄 36 ~ 73
岁，平均年龄（54.65±5.14）岁。透析时间 4 个月~ 3
年，平均（1.76±0.45）年。观察组患者男性 22 例，女

性 15 例，年龄 33 ~ 72 岁，平均年龄（54.82±4.72）
岁；透析时间从 5 个月到 3 年不等，平均（1.84±0.42）
年。两组患者人口学特征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在患者入院期间，负责的护

士将提供帮助并进行定期检查以监测生命体征。患者

将获得关于血液透析的资料，并接受口头指导，包括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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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和运动方面的指南。此外，还会提供基本心理咨询服

务。出院后，在最初一周内，护士将通过电话跟进与患

者保持联系，评估他们在家中坚持饮食和运动习惯以

及心理健康状况的情况。此外，他们还会为定期门诊访

问提供指导，以便进行更深入的评估。 
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主要措施如下： 
1.2.1 建立循证护理小组 
血液透析单元的团队由护士长和至少有三年临床

护理经验的护士组成。他们的主要重点是获取与循证

护理、慢性肾衰竭和血液透析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1.2.2 循证问题 
通过利用他们在临床领域的专业知识，我们的团

队对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进

行了全面评估和整合。我们采用了调查和访谈相结合

的方法，与患者建立了有效沟通，以确定需要关注的护

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日常自我管理、情感健康以及不

遵从行为等多个方面。 
1.2.3 循证支持 
利用网络数据库进行文献探索，以寻找与慢性肾

功能衰竭血液透析相关的可靠和重要研究，并根据每

位患者的个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护理策略。 
1.2.4 循证实施 
（1）健康教育 
向患者和家属详细解释了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原

因、血液透析的目标、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以及自我护理

策略。强调了家属在监督药物管理、确保饮食均衡和积

极参与身体活动方面的重要性。 
（2）饮食指导 
合理规划患者的饮食对于其营养状况至关重要。

建议告知患者应摄入足够的铁和高质量蛋白质，每日

推荐热量摄入为 35-40kcal/kg/d，而蛋白质摄入则应在

1-1.2g/d 之间。严格控制液体摄入量是必要的，以确保

两次透析之间体重增加不超过 5%。针对水肿和少尿等

情况，每日水摄入量需限制在 1000ml 以下。减少食物

中钾和磷含量可通过沸水浸泡前进行处理，并限制钠

和钾的摄入。此外，补充维生素 C、B 及叶酸也是必须

的。 
（3）运动指导 
在透析间歇期，可以指导患者进行一些有氧运动，

例如散步、太极拳和健美操等。此外，还可以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来调整运动强度，并且建议水肿严重的患

者保持仰卧位，并将受影响的肢体抬高 30-45°。 
（4）用药指导 
建议患者严格遵循医生的指导，并在治疗期间密

切关注肾功能和药物可能产生的任何不良反应。 
（5）随访护理 
出院后，每周进行 1-6 周的电话交流，目的是收集

关于患者饮食习惯、药物使用情况、锻炼习惯和整体健

康状况的详细信息。此外，还提供心理咨询；一部分患

者在出院后 7-12 周期间接受家访，以评估治疗依从性

并提醒及时预约诊所。为了解决潜在问题，提供加强版

的健康教育和护理指导至关重要。两组均监测了 3 个

月时间段。 
1.3 观察指标 
（1）肾功能指标：包括尿素氮（BUN）、血肌酐

（Scr）、24h 尿蛋白（24hPRO）。（2）自护能力评分：

通过自我护理能力量表（ESCA）进行评估，包括自我

概念（48 分）、健康知识（68 分）、自护责任感（32
分）、自护技能（24 分），分数越高，自我护理能力

越高。（3）并发症发生率：包括感染、深静脉血栓、

低血压。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以“ sx ± ”表示，以 t 检验；计数资料以“n，%”

表示，以 χ2检验。若 P＜0.05，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肾功能指标对比 
观察组肾功能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

显（P＜0.05）。如表 1： 
2.2 两组自护能力评分对比 
观察组自护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

明显（P＜0.05）。如表 2： 

表 1  两组肾功能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BUN（mmol/L） Scr（µmol/L） 24hPRO（g） 

观察组 37 15.76±8.36 210.67±125.14 2.14±0.35 

对照组 37 29.73±6.17 554.37±145.25 1.47±0.46 

t - 8.178 10.905 7.051 

P -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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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自护能力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自我概念 健康知识 自护责任感 自护技能 

观察组 37 40.14±4.27 61.33±5.72 28.12±3.27 20.33±3.13 

对照组 37 36.51±4.12 56.27±5.55 25.45±3.13 17.76±2.85 

t - 3.721 3.362 3.588 3.693 

P - 0.001 0.001 0.001 0.001 
 
2.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1（2.70%）：感染 0 例、

深静脉血栓 0 例、低血压 1 例；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

为 6（16.22%）：感染 2 例、深静脉血栓 1 例、低血压

3 例。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

明显（χ2=3.945，P=0.047）。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一种常见的临床方法，用于治疗患有

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患者。然而，接受长期血液透析治疗

的个体可能会面临情绪问题，例如焦虑和抑郁，这些问

题可能对他们的整体健康和治疗效果产生负面影响[3]。

在分析慢性肾衰竭患者接受血液透析时的临床特征背

景下，传统护理实践可能无法充分满足他们日常需求。

因此，在确定患者预后方面至关重要时，需要采取有效

的护理干预措施。 
循证护理的核心在于利用以往经验和数据分析来

制定个性化护理策略，以提升患者护理质量。该方法要

求护士密切监测患者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适当

干预措施，同时营造支持性环境并提供解决方案，从而

改善患者福祉和整体生活质量[4]。通过实施循证护理实

践，护理人员可以灵活调整方法，并鼓励患者积极参与

各种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5]。作为护

理人员广泛采用的科学方法，循证护理在临床实践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护士根据每个患者的特殊需求来量

身定制护理措施。通过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并考虑到

患者个体情况，护士能够制定适当和合理的护理干预

措施。这样确保了每项护理干预都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从而提高了临床护理效果[6]-[7]。循证实践在临床护理中

主要包括调查、寻找相关证据和实施有效策略等方面。

通过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设计恰当的干预措施，最终促

进有效和科学合理的临床干预，并显著改善患者预后

以及推动成功康复过程[8]-[10]。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肾功能指标、自护能力评分、并发症发生率均优于参考

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提示循证护理可有效

改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肾功能，并提升其自护

能力，减少并发症的出现，积极影响患者预后。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在改善慢性肾功能衰竭血液

透析患者的肾功能、提升自我护理能力以及减少不良

事件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广泛推崇

该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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