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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心理护理对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分析 

史培培，任淑锋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银川 

【摘要】目的 探究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治疗中针对性心理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研究者医院肾内科提

供的样本进行研究，共计 80 例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入院时间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随机分 2 组，数字

表法。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则联用针对性心理护理。比较两组血透依从性、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护理前后

负性情绪、睡眠质量得分。结果 观察组血透依从性较对照组高（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

（P<0.05）。观察组护理后 SAS、SDS 得分较对照组低（P<0.05）。观察组护理后简化 PSQI 得分较对照组低

（P<0.05）。结论 尿毒症血液透析护理中，针对性心理护理应用效果理想，可改善患者负性情绪，提高其血透依

从性，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还可提高其睡眠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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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argeted psychosocial care on patients undergoing uremic hemodi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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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arge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uremia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The samples provi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of the investigato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including a total of 80 uremic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admission time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3. Randomized into 2 groups, numerical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gave routine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targeted psychological care. Compared with hemodialysis compliance, complication rate and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quality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care. Results The hemodialysis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lower in the observed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simplified PSQI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In the uremia hemodialysis nursing, targe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has ideal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patients' negative mood, improve their hemodialysis compliance, reduce the risk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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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受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肾病等疾病因素

影响，我国尿毒症患者数量迅猛增长[1]。而尿毒症患者

肾脏系统已受到不可逆的损伤，机体毒害物质代谢能

力下降或丧失，就需要肾脏替代治疗来过滤血液成分，

维持机能，延长生存期[2]。血液透析是最为常见的肾脏

替代治疗，但实际应用中，相当部分患者的血液透析治

疗效果并不理想。分析原因，在于血透疗程长、不良反

应较多、注意事项较多，且患者很容易出现负性情绪，

影响依从性，从而影响疗效[3]。因此，加强尿毒症患者

血液透析期间的护理干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选择

80 例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进行研究，探究患者护理中

针对性心理护理的应用效果，为临床该类患者护理提

供参考，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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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研究者医院肾内科提供的样本进行研究，共

计 80 例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入院时间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随机分 2 组，数字表法。 
对照组中，男:女（例）=23:17（例）；年龄均值

（50.82±7.46）岁，最高 77 岁，最低 32 岁；病因：慢

性肾炎 16 例，糖尿病肾病 12 例，高血压肾病 6 例，

多囊肾 3 例，其余 3 例。 
观察组中，性别例数比：男/女=24/16；年龄 32~78

岁，均值（50.40±7.62）岁；病因：慢性肾炎 17 例，

糖尿病肾病 12 例，高血压肾病 5 例，多囊肾 3 例，其

余 3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均确诊尿毒症。符合血透指征[4]。临床资料完整。

生存期预估≥6 个月。沟通和认知正常。在研究同意书

上签字。 
1.2.2 排除标准 
精神异常，无法有效沟通者。严重贫血患者。合并

恶性肿瘤者。合并严重传染性疾病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本组予以常规护理，即依照血液透析专科护理相

关规范制定护理方案，护理 3 个月，具体：（1）健康

教育：确定治疗方案后，护理人员需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制定个体化的教育方案，借助视频、手册等工具，一对

一以通俗易懂的话语详细介绍尿毒症病因、危害、血液

透析原理、治疗效果、注意事项等知识点，以提高患者

及家属的病情、血液透析治疗认知。（2）并发症护理：

血液透析期间，护理人员需结合患者个体资料、文献资

料、院内经验进行并发症发生风险分析，并基于患者并

发症风险等级制定个体化的预防措施，同时做好应急

处理准备。 
1.3.2 观察组 
本组予以针对性心理护理，护理 3 个月，具体：

（1）构建和谐护患关系：患者血透治疗期间，护理人

员需积极与患者进行沟通，主动协助其完成相应的检

查、治疗，并在日常交流过程中予以其充分的尊重与关

怀，从而提高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2）个体化

心理疏导：日常交流期间，护理人员需注重患者言行举

止的改变，结合患者个体资料，全面剖析其心理、情感

变化情况，提供耐心、细心的护理工作，并结合心理学

相关知识，予以针对性的负性情绪疏导措施；还可列举

院内过往良好案例，进一步增强其血透信心。（3）家

庭、社会支持：指导患者家属、探视亲友多多予以其情

感上的支持，让患者切实感受到家庭、医院、社会的温

暖，进一步缓解负性情绪，改善精神状态。（4）个体

化生活指导：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结合患者病情、血

透效果、身体状态制定个体化的生活指导方案，包括饮

食、运动、睡眠等多个方面，如鼓励患者开展户外活动、

控制饮食以满足日常营养需求，全方位提高患者身心

舒适度。 
1.4 观察指标 
1.4.1 比较两组血透依从性 
参考资料[5]，纳入完全依从、部分依从、依从性较

差三个等级。 
完全依从：护理期间，患者完全遵从医护人员嘱托

行事。 
部分依从：护理期间，患者至多 3 次未遵从医护

人员嘱托。 
依从性较差：护理期间，患者至少 4 次未遵从医

护人员嘱托。 
总依从性=（完全依从+部分依从） /总例数

*100.00%。 
1.4.2 比较两组并发症发生率 
主要有血栓、中心静脉导管感染、呼吸异常、血压

异常四类。 
1.4.3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得分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抑郁自评量表（SDS）

评估。 
SAS 含 20 项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1~4 分），

正常为 50 分及以下，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

为中度焦虑，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SDS 含 20 项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1~4 分），

正常为 52 分及以下，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

为中度抑郁，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1.4.4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睡眠质量得分 
采用简化版 PSQI 量表，含 4 个维度，即睡眠效

率、入睡时间、睡眠时间、日间功能障碍，单维度采用

4 级评分法（0~3 分），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 SPSS22.0 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例

（%）]，χ2 检验。计量资料（x±s），T 检验。P＜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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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血透依从性比较 
对照组中，患者表现：完全依从 16 例，部分依从

20 例，依从性较差 4 例；总依从性=90.00%。 
观察组中，患者表现：完全依从 19 例，部分依从

21 例，依从性较差 0 例；总依从性=100.00%。 
观察组血透依从性较对照组高（χ2=4.2105，P = 

0.0402；P<0.05）。 
2.2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中，患者发生：血栓 1 例，中心静脉导管感

染 3 例，呼吸异常 3 例，血压异常 1 例；总发生率

20.00%。 
观察组中，患者发生：中心静脉导管感染 1 例，血

压异常 1 例；总发生率 5.00%。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χ2=4.1143，P= 

0.0425；P<0.05）。 
2.3 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得分比较 
观察组护理后SAS、SDS得分较对照组低（P<0.05）。

详情见表 1。 
2.4 护理前后睡眠质量得分比较 
观察组护理后简化PSQI得分较对照组低（P<0.05）。

详情见表 2。 

表 1  护理前后负性情绪得分比较（x±s；分） 

组别 
SAS SDS 

前 后 前 后 

对照组（n=40） 54.02±5.12 48.68±4.88 54.12±5.25 49.28±5.03 
观察组（n=40） 54.05±5.09 43.36±4.32 54.15±5.13 44.02±4.65 

T 0.0263 5.1626 0.0258 4.8565 
P 0.9791 0.0000 0.9794 0.0000 

表 2  护理前后睡眠质量得分比较（x±s；分） 

组别 
睡眠效率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日间功能障碍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对照组

（n=40） 
2.35±0.45 1.62±0.28 1.92±0.29 1.48±0.24 2.03±0.32 1.68±0.32 2.25±0.37 1.75±0.31 

观察组

（n=40） 
2.32±0.48 1.21±0.21 1.94±0.26 1.09±0.17 2.06±0.30 1.24±0.26 2.28±0.34 1.33±0.27 

T 0.2884 7.4088 0.3248 8.3866 0.4326 6.7493 0.3776 6.4615 
P 0.7738 0.0000 0.7462 0.0000 0.6665 0.0000 0.7068 0.0000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临床常用的肾脏替代疗法，是一种通

过将血液引流至体外经由特殊仪器进行物质交换从而

清除血液内毒害物质、代谢废物的技术。但近年来研究

显示，血液透析疗程长、注意事项较多，清除毒害物质

同时，也会清除血液内的营养成分，降低机体耐力、免

疫力，很容易引起贫血、营养不良等并发症[6]。而患者

受治疗成本、并发症、疗程等因素影响，精神负担较大，

若无良好的护理干预，很可能引起各类精神问题，甚至

诱发人格改变，损伤血透依从性，影响疗效[7]。 
目前，临床虽遵从《血液透析专科护理操作指南》

制定护理方案，但护理内容多侧重于血液透析协助、血

透相关并发症预防等方面，对患者心理方面的改善效

果欠佳，导致患者心理问题仍层出不穷[8]。针对性心理

护理将“以患者为中心”作为核心思想，能够充分考虑

患者的个体化特征，有效结合循证医学证据、院内护理

经验，形成针对性、科学性的心理护理措施，从而高效

疏导患者负性情绪，提高其积极性，保障治疗、护理工

作的顺利开展[9]。本文中，观察组护理后负性情绪得分

更低，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治疗依从性更高（P<0.05）。
便证实了针对性心理护理在血透患者护理中的有效性，

与黄丹等人[10]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 
而观察组护理后睡眠质量更高（P<0.05），则进一

步突显了针对性心理护理的优势。分析原因：针对性心

理护理干预下，护理人员能够积极主动同患者进行沟

通，予以其充分的尊重与关怀，极大提升了患者对护理

人员、医院的信任感，明确护理、血透的重要性，充分

调动主观能动性，改善自身精神状态，减轻情绪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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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从而提高睡眠质量，进而改善身心舒适度。 
综上所述，尿毒症血液透析护理中，针对性心理护

理可改善患者负性情绪、睡眠质量，提高其血透依从性

以及血透的安全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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