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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价值

崇晓梅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中医院透析室 河北邯郸

【摘要】目的 探究健康教育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入选对象为我院 46例维持性

血液透析患者（2021年 1月～2021年 12月），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A组（23例，常规护理）、

B组（23例，常规护理+健康教育），对比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 护理前 SAS 评分、SDS 评分组间对比无

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心理状态均有所改善，且 B组 SAS 评分、SDS评分明显低于 A组（P
＜0.05）；B组健康知识掌握度（91.30%）显著高于 A组（65.22%），P＜0.05。结论 健康教育在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可以一定程度纠正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患者对疾病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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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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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6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group A (23 cases,
routine nursing) and group B (23 cases, routine nursing + health education).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between groups before
nursing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and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group B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P < 0.05). The mastery of health knowledge
in group B (91.3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65.22%),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can correct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mprove their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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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维持性血液透析是一种肾脏替代疗法，其运用

机器将机体内血液引出经由透析器弥散、对流、吸

附等方式清除毒素和多余的水分，再将净化后的血

液送回体内，是延长尿毒症患者生命的过渡方法
[1-2]。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时间较长，且可能出现各

种不良反应，患者因对疾病缺乏正确认识，很容易

产生放弃治疗的消息想法，不利于治疗的顺利开展，

为此应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以增强患者遵医行

为，提高患者生活质量[3-4]。本研究将以我院 46 例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为例，具体分析健康教育在患

者中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截取我院 2021.01～2021.12期间 46例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作为观察对象，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

分为 A 组（23 例）、B 组（23 例）。其中 A 组，

男性、女性分别为 15 例、8 例，年龄 25～80 岁，

平均（52.74±5.32）岁；病程 6个月～5年，均值为

（2.34±0.62）年。B组，男性、女性分别为 13例、

10例，年龄 28～79岁，平均（53.17±5.39）岁；病

程 8 个月～6 年，均值为（2.45±0.71）年。对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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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基本资料，均衡可比（P＞0.05）。

1.2方法

A组开展常规护理，由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口

头宣教，叮嘱患者饮食、用药等注意事项，监测各

项生命体征指标等。

B组在上述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具体落

实方法如下：

（1）疾病知识教育：于入院后为患者发放健康

手册，指导患者和家属阅读学习，科室自制维持性

血液透析宣教视频，涉及患者常见问题、注意事项、

治疗方案、可能出现并发症以及自我护理方法等，

在播放结束之后护理人员将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为患

者解释医学名词，以便于患者更好理解和记忆相关

知识；引导患者和家属添加肾友交流群，将不定期

上传健康科普文章和视频，还将组织健康专题讲座，

邀请病友分享成功经验，传播积极思想，以坚定患

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2）心理健康教育：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受病

程漫长、经济支出高等因素影响，心理压力普遍较

大，很容易出现负面情绪，进而影响患者治疗效果，

为此护理人员应重视对患者心理健康教育，鼓励患

者发掘自身兴趣爱好或者多参加社会活动，发现生

活的兴趣，转移对疾病的关注度，引导患者从积极

角度去看待问题，多和亲友沟通，学会排解自己的

负面情绪，来保持积极乐观的状态。

（3）饮食健康教育：可结合患者饮食喜好、营

养状态制定健康食谱，让患者保持清淡、营养均衡、

易于消化饮食，禁食高磷、高钾食物，合理控制蛋

白质和水分的摄入量，减少胆固醇和脂肪的摄入，

盐分应维持在每天 3g-5g，若为无尿患者则应减少至

每天 1g-2g。
（4）生活健康指导：患者应避免进行劳累的体

力活动，每天保持充足的睡眠休息（8小时以上），

戒除烟酒，每天自我测量血压、血糖、体重变化，

记录下来以供医生参考，注意个人卫生，在天气变

化时及时增减衣服，可进行适当的运动，如打太极、

散步等，严格遵照医嘱用药，且不可自我增加或停

服药物。

1.3观察指标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用于了

解患者护理前、护理 2周后心理状态变化情况，评

分越高则患者心理状态越差；自制健康知识调查表，

涉及饮食、用药、休息、运动、并发症预防、内瘘

护理等多个方面，总分为 100分，评分在 90分以上

为完全掌握，70-90之间为基本掌握，低于 70分则

为未掌握。掌握度排除未掌握病例。

1.4统计方法

运用 SPSS24.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其中

（x±s）描述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率（%）表示，以卡方检验，

P＜0.05，代表数据对比有差异性。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

A组、B组护理前 SAS 评分、SDS 评分组间对

比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心理状态

均有所改善，且 B组 SAS评分、SDS评分明显低于

A组（P＜0.05），如表 1所示。

2.2健康知识掌握度

B组健康知识掌握度（91.30%）显著高于 A组

（65.22%），P＜0.05，如表 2所示。

表 1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n）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A组 23 59.34±3.35 48.08±3.15 60.16±3.57 49.07±3.36

B组 23 59.46±3.09 43.16±3.29 59.78±3.62 44.78±3.54

t 0.126 5.180 0.358 4.215

P 0.900 ＜0.001 0.722 ＜0.001

表 2 两组健康知识掌握度对比[n（%）]

组别 例数（n）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总掌握度

A组 23 7(30.44) 8(34.78) 8(34.78) 15(65.22)

B组 23 15(65.21) 6(26.09) 2(8.70) 21(91.30)

χ2 4.600

P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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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俗称“人工肾”，近些年受饮食、

生活习惯、环境等种种因素影响，其在临床应用率

显著提升，可清除代谢废物，调节水电解质和酸碱

平衡，减轻肾功能损伤，延长患者的生命周期[5]。

在彭文渝[6]学者的研究中表明，在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中应用健康教育护理，可以调整患者的行

为方式，纠正患者不良习惯和消极心理，增加患者

对疾病了解度，提高自我护理管理能力，减少相关

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健康教育护

理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应用过程中，将采取多模

式健康教育，如健康手册、宣教视频、语言讲解答

疑、专题讲座、微信公众号传播等，来弥补单一口

头宣教的不足，强化患者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更

为准确的掌握和运用健康知识来预防相关并发症的

发生，提高自我健康水平[7-9]；针对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出现的负面情绪进行积极引导，给予患者关心和

鼓励，让患者坚定康复信心，可以积极去发现生活

的乐趣，保持愉快的心情；并对患者饮食、用药、

运动、休息等不同方面对患者进行科学指导，让患

者掌握正确的自我护理方法，明确影响治疗康复的

不利因素，加强护患之间的沟通，满足患者护理需

求，提高护理服务质量[10-12]。本研究显示 B组焦虑、

抑郁情绪改善效果明显优于 A组（P＜0.05）；B组

健康知识掌握度均显著高于 A组（P＜0.05），表明

了健康教育护理对患者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13-15]。

综上所述，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应用健康教

育护理，可以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

健康知识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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