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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肾结石患者焦虑状况的影响 

丁小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分析心理护理对肾结石患者焦虑状况的影响。方法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为本次研究所

选择的时间段，此期间内我院收治并自愿加入研究的 120 例肾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实验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心理护理，分析应用效果。结果 实验组焦虑状态改善优

于对照组，且睡眠质量恢复优于对照组，对比护理满意度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心理护理能够帮助

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降低患者发生负性情绪的概率，缓解患者的焦虑状态，以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提高依从

性，加速患者症状的缓解和疾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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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anxiety of patients with renal calculi. 
Methods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20 to October 2021 was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During this period, 120 patients with 
renal calculi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and voluntarily joined the stud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d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anxiety st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covery of 
sleep quality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mparati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help patients maintain a good 
state of mind,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negative emotions, alleviate the anxiety state of patients, cooperate with treatment 
with a good state of mind, improve compliance, and accelerate the relief of symptoms and disease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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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是泌尿系统中比较常见的临床疾病，患者

体内的尿酸、胱氨酸以及钙等晶体物质在肾脏出现比

较明显的积聚，最终引起肾结石的发生。患者发病后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腰部和上腹部疼痛的情况，严重的

患者会出现血尿或剧烈的绞痛，导致难以忍受的痛苦，

经常会引起明显的心理问题，焦虑、紧张、烦躁都是

经常出现的情况，甚至对患者的睡眠产生比较明显的

影响，这些都是影响治疗的关键，整体疗效不够理想
[1-4]。因此，针对患者产生的焦虑情绪进行有效的临床

心理护理干预，是患者治疗期间提高其依从性和治疗

效果的一项关键护理干预措施，帮助患者稳定情绪，

缓解患者焦虑状态[5-7]。针对我院收治的肾结石患者采

用心理护理干预，并分析其对患者焦虑情绪所产生的

影响，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为本次研究所选择的时

间段，此期间内我院收治并自愿加入研究的 120 例肾

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实验组，

各 60 例，实验组男 44 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为（40.36
±6.42）岁，病程（1.22±0.41）年；实验组男 45 例，

女 15 例，平均年龄为（40.53±6.18）岁，病程（1.41
±0.58）年，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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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所接受的护理方式为常规护理，根据

患者的实际情况给予患者正确的用药护理，同时，对

其进行高效的饮食健康指导，密切监测患者的各项生

命体征以及病情的变化情况，遵医嘱进行护理干预等。 
（2）实验组 
该组以对照组为基础，增加心理护理干预，如下：

①为患者提供良好的住院环境，介绍相关设施的主要

使用方法，多与患者进行沟通，保持良好的态度使患

者的陌生感降低，提高其与护理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

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避免患者出现紧张和恐惧的感

觉。②护理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患者介绍疾病

主要的治疗和护理方式，表达对患者的关心和同情，

使其感受到自身被重视，对患者及其家属提出的问题

进行详细的解答，并注意语言的简洁和清晰，不使用

专业术语，使患者能够获得更加直观且清晰的答案。

对于需要进行手术的患者，可以详细的为患者讲述手

术的方式、流程以及主刀医生的相关资质，使患者有

一个分的了解，对治疗方式和医生有更加有信心。③

患者出现疼痛的时候，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指导

其正确的进行深呼吸，并配合适当的音乐来缓解患者

的焦虑情绪，使其注意力做出适当的转移，进而缓解

疼痛的情况。④对患者出现的不良情绪引导其正确的

进行宣泄，并作为倾听者认真的陪在患者身边，同时，

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避免患者出现严重

的焦虑情绪。利用一些治疗比较成功的案例来帮助患

者进行治疗分析，告知其良好的心态对治疗效果所带

来的影响，最大程度的提高患者的依从性。⑤将疾病

治疗的效果、预后以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等详细告知

患者，患者对自身疾病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后可以避

免胡乱猜测而造成的不良心态，缓解因为受到未知结

果影响而出现的焦虑情绪，可以引导患者多与依从性

较高且治疗效果相对较好的病友进行交流，互相倾诉

内心的想法。 
1.3 观察指标 
（1）对比焦虑状态。（2）对比睡眠质量。（3）

对比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整理，计量资

料用（x±s）来表示，计数资料运用卡方来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焦虑状态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采用统计学方式进行整理和分

析，具体如下： 
护理干预前实验组精神性焦虑（13.08±2.47）分，

躯体性焦虑（8.59±1.83）分，HAMA 总分（21.49±
3.55）分；对照组精神性焦虑（13.22±2.02）分，躯体

性焦虑（8.34±1.63）分，HAMA 总分（21.60±3.28）
分，组间对比精神性焦虑（t=0.3399，P=0.7346）、躯

体性焦虑（t=0.7902，P=0.4310）、HAMA 总分（t=0.1763，
P=0.8604），无显著差异性，P＞0.05。 

护理干预后实验组精神性焦虑（5.18±0.55）分，

躯体性焦虑（3.64±1.00）分，HAMA 总分（9.05±1.10）
分；对照组精神性焦虑（7.29±1.34）分，躯体性焦虑

（4.58±0.84）分，HAMA 总分（12.86±1.57）分，组

间对比精神性焦虑（t=11.2835，P=0.0000）、躯体性

焦虑（t=5.5753，P=0.0000）、HAMA 总分（t=15.3949，
P=0.0000），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2.2 对比疼痛程度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采用统计学方式进行整理和分

析，具体如下： 
护理前实验组 PSQI（16.72±3.05）分；对照组 PSQI

（16.49±3.26）分。 
护理前组间对比无显著差异，PSQI（t=0.3991，

p=0.6909），P＞0.05。 
护理后实验组 PSQI（7.03±1.28）分，对照组 PSQI

（10.50±1.49）分。 
护理后组间对比实验组睡眠质量改善程度优于对

照组，PSQI（t=13.6835，p=0.0000），P＜0.05。 
2.3 对比护理满意度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采用统计学方式进行整理和

分析，具体如下： 
实验组非常满意 39/60（65.00％），满意 19/60

（31.67％），不满意 2/60（3.33％），总满意度 58/60
（96.67％）； 

对照组非常满意 31/60（51.67％），满意 21/60
（35.00％），不满意 8/60（13.33％），总满意度 52/60
（86.67％）。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X2=3.9273，
P=0.0475），P＜0.05。 

3 讨论 
肾结石患者受到疼痛的影响，可能会出现诸多的

不良情绪，焦虑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种，这种情绪出

现后，很容易使患者对治疗和护理工作出现抵触情绪，

进而导致治疗效果不够理想。因此，在患者进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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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的过程中，积极采用高效的心理护理帮助其缓解

焦虑情绪，是提高患者依从性的一种关键方法[8-10]。为

患者提供良好的住院环境，同时对周围进行积极的介

绍，可以避免患者到了陌生环境中而出现的紧张感，

能够获得患者的信任，保持一个良好的护患关系，为

后续的心理护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护理人员通过

简单易懂的语言来回答患者的疑虑，在最短的时间内

帮助其了解更加深入的疾病知识和治疗方式，获得更

加准确的答案后，可以避免患者不断的进行猜测，使

错误想法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11-15]。通过多种方式结

合来帮助患者转移在疼痛方面的注意力，避免焦虑和

烦躁的情绪出现。对于患者出现的焦虑情绪，可以采

用正确的方法引导患者将其宣泄出来，可以使患者的

心理压力减轻，避免情绪不断的累积影响患者的正常

治疗。利用共情的方式来帮助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选

择一些依从性比较高且治疗效果较好的病友与患者进

行沟通，帮助其树立治疗的信心，通过与患者病情以

及治疗方式相似的病友对其进行鼓励，能够使其焦虑

感和恐惧感降低[16,17]。实验组焦虑状态改善优于对照

组，且睡眠质量恢复优于对照组，对比护理满意度实

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心理护理能够帮助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

降低患者发生负性情绪的概率，缓解患者的焦虑状态，

以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提高依从性，加速患者症状

的缓解和疾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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