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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血液透析护理中的应用 

龙桂香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探究舒适护理在血液透析护理中的运用价值。方法 在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3 月本院血液透

析患者中选择 78 例为对象，随机排序划分 2 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支持（39 例），观察组开展舒适护理（39
例）。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透析期间负面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透析期间生活质量，观

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血液透析患者护理时开展舒适护理干预，可以改善患者透析期间心理状态，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综合保障对该部分患者透析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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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fort nursing in hemodialysis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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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mfort nursing in hemodialysis nursing. Method From 
May 2023 to March 2024, 78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support (39 case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fort 
nursing (39 cases).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during dialysi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during dialysis was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care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can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during dialysis, enhanc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comprehensively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alysis nursing for this group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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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为临床最常见的治疗措施，主要用于对

肾功能衰竭患者治疗。在透析治疗作用下，可以促使患

者血液中代谢废物等迅速排出体外，达到稳定病情，改

善患者各方面症状的目的[1-2]。但该部分患者透析时间

较长，容易导致患者在透析期间存在有较大心理压力，

并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为综合保障临床对血液透析患

者护理效果，需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对患者在透析期间

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进行改善[3-4]。本次研究主要对

舒适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的运用进行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3 月本院血液透析患者

中选择 78 例为对象，随机排序划分 2 组，对照组接受

常规护理支持（39 例），观察组开展舒适护理（39 例）。

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中男性 20 例，女性 19 例，

年龄在 45—74 岁间，均值为（56.84±1.83）。观察组

中男性 21 例，女性 18 例，年龄在 44—73 岁间，均值

为（55.84±1.92）。针对两组基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在透析期间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常规护理

支持，耐心为患者透析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准确评

估患者各方面指标变化情况。结合患者认知水平详细

为患者讲解透析治疗的原理以及对于改善病症的作用

等。并做好透析期间生活指导工作，告知患者在透析前

后饮食等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对观察组护理时则

需要开展舒适护理。（1）舒适环境。在患者透析过程

中，需要为患者营造舒适、安静的病房环境，对病房内

温度、湿度合理进行调节，增加患者舒适感。保持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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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病房内空气质量。（2）心理支持。在透析治疗期

间，患者出于对自身恢复情况的担忧，或者顾虑到预后，

容易存在有紧张、焦虑，畏惧等负面心理，护理人员则

需要在透析治疗期间积极和患者进行沟通，引导患者

将内心压力进行倾诉，逐一解答患者存在的问题等，

促使患者在可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或者指导患者

在透析期间按照阅读、听音乐等方式进行放松，达到

对患者注意力进行转移的目的。并指导患者家属多与

患者进行交流，给予患者鼓励和支持。（3）穿刺过

程中舒适护理。在对患者进行穿刺的过程中，需做好

与患者沟通工作，避免患者过于紧张。告知患者在穿

刺过程中可能存在有疼痛症状，指导患者做好心理准

备。尽量做到一次穿刺成功，避免对患者进行反复穿

刺。且在穿刺过程中做好患者体位指导，增加患者舒

适感。（4）透析过程中舒适护理。在开展透析治疗

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准确评估患者心率、血压水平

等变化情况并做好对应记录，准确评估患者是否存在

异常。若患者穿刺部位出现红肿等症状，则可以采用

冰敷等方式缓解疼痛。若患者血压水平异常升高，则

需要及时告知医生，合理使用降压类药物，改善患者

血压水平。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在患者透析过程中主

动和患者进行交流，询问患者是否存在有不适感。再

次对患者开展心理疏导，避免在透析过程中，患者因

面对各类医疗设备或者透析中各方面操作等产生畏

惧感或者紧张感，缓解心理压力。（5）健康教育。在

透析治疗期间护理人员需详细为患者讲解透析方案，

并做好饮食指导，确保患者在透析后可以保持正确饮

食习惯。食物类型需以清淡，容易消化食物为主。对

于深静脉留置管患者，护理人员需指导患者对导管护

理的基本知识进行掌握，指导患者正确调节坐姿，避

免出现管道受压、弯折等情况，置管口做好包扎，避

免细菌污染。 
1.3 观察指标 
（1）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运

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A）、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D）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量表评分区间在

0~56 分，得分越高则表明患者负面心理越严重。（2）
生活质量对比。运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WHOQOL-
BREF）开展评估，主要从 4 个维度（详下表 2）进行

评估，共计包括 26 个问题，单个问题评分在 0~5 分，

得分越高则表明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0.0 对研究中各方面数据进行分析，按

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进行表示，卡方检验，计量数据按

照均值±标准差（ sx ± ）表示，t 检验，P<0.05 差异

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心理状态对比 
在 HAMA、HAMD 量表评分方面，护理前评分无

差异，护理后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详

见下表 1。 
2.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生活质量 WHOQOL-BREF 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HAMA HAMD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9 36.86±1.52 12.15±1.35 34.45±1.25 13.68±1.78 

对照组 39 36.91±1.61 19.86±1.51 34.46±1.32 18.74±1.38 

t - 1.428 12.758 1.758 11.408 

P - 0.425 0.001 0.305 0.001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生理 环境因子 社会关系 心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9 19.45±1.15 26.56±1.12 18.05±2.17 25.46±1.25 8.45±2.18 14.68±1.15 16.58±1.31 22.75±1.71 

对照组 39 19.42±1.18 21.05±1.05 18.11±2.25 21.05±1.35 8.45±2.24 11.15±1.25 16.61±1.22 20.45±1.87 

t  0.645 16.455 0.475 13.452 0.474 13.748 0.428 12.425 

P  0.715 <0.001 0.947 <0.001 0.685 <0.001 0.62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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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血液透析治疗为当前临床对肾功能衰竭患者主要

治疗措施，通过体外循环能够迅速对患者血液中代谢

废物进行清理，改善患者各方面临床症状，控制病情发

展。但在长期进行血液透析治疗过程中，容易促使患者

存在有较大心理负担，并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到患者恢复[5-6]。在常规临床护理过程中主

要结合对应护理规定为患者开展护理支持，虽然可以

满足患者在透析治疗过程中对护理工作的需求，但在

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以及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方面的效果

不佳[7-8]。 
舒适护理在当前临床护理工作中保持有较高的使

用率，注重在患者治疗过程中结合患者具体情况为患

者提供舒适护理支持，增加患者舒适感。通过健康教育

以及心理护理支持，可以帮助患者对自身病症以及治

疗方案进行正确认知，纠正患者认知误区并对患者负

面情绪进行改善，促使患者可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面对病症[9-10]。而在透析过程中以及穿刺过程中对患者

提供舒适护理支持，可以减少各方面治疗操作对患者

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升患者在透析治疗过程中的舒适

感。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治疗期间则接受舒适护理

干预，结合对比可以发现，在该护理模式的作用下，可

以对患者在透析期间的心理状态进行改善，缓解患者

负面情绪，并针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提升，可以综合保

障临床对该部分患者的护理效果。 
综合本次研究，在对血液透析患者进行护理过程

中可以将舒适护理干预进行运用，提升患者在治疗期

间生活质量，并对患者心理压力进行改善，帮助患者以

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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