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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有氧运动的延续性护理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睡眠质量及症状的影响 

刘晓虹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探究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有氧运动的延续性护理效果。方法 我院于 2021 年 7 月到 2022 年 7
月收治 42 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为常规组与观察组，常规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行有氧运动的延续性

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结局。结果 观察组睡眠质量总评分为（7.04±0.89）分，显著低于常规组的（14.03
±0.90）分，以及观察组临床症状总评分为（5.22±0.76）分，也显著低于常规组的（9.85±1.27）分，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实施有氧运动的延续性护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患者进行睡眠质量的

改善，同时对于患者各临床症状的改善效果也较为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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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of aerobic exercise on sleep quality and symptoms 

of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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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ntinuous nursing effect of aerobic exercise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42 patients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21 to July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routine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routin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ntinuous aerobic exercise nursing. The nursing outcom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sleep qua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04 ± 0.89) point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14.03 ± 0.90) points, and the total score of clinical symptom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22 ± 0.76) points, which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9.85 ± 1.27) poin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nursing of 
aerobic exercise can help patients to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to a great extent, 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n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is also significant,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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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脏疾病的一种替代疗

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并帮助患

者延长生存期限[1]。但在较长的治疗周期中，以及在较

大的治疗经济压力下，不少患者都会出现有焦虑、抑

郁等不良状态，从而影响治疗效果，也影响生存质量。

而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有不少研究指出，通过有氧

运动锻炼能够帮助该疾病患者改善体能状况与生存质

量。为此，针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需积极通过有

效的护理干预来指导其进行有氧运动，从而改善预后。

以下，本文将针对有氧运动的延续性护理干预效果展

开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收治的 42例患者，分为常规组与观察组。

常规组男 14 例，女 7 例，年龄 39-62 岁，平均（50.12
±2.32）岁；观察组男 13 例，女 8 例，年龄 38-61 岁，

平均（49.85±2.37）岁。两组各资料均差异较小（P＞
0.05），可比。 

1.2 方法 
常规组常规护理，包括有血透知识宣教、日常饮

食指导，以及生活相关注意事项叮嘱等。 
观察组有氧运动的延续性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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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档案建立：需要为患者建立一个详细的个人

档案，用于记录患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电

话、住址等，以及疾病情况、治疗用药等。 
（2）线上延续性护理：包括有微信平台的延续性

护理与电话随访的延续性护理。首先，护理人员需要

定期在微信群中为患者推送有关有氧运动的科普知

识，包括血液透析患者适宜采用哪种有氧运动进行锻

炼，每种有氧运动的具体锻炼方式与强度，以及患者

在进行有氧运动锻炼的时候需要对哪些事项加以注

意。并且，需要有专职护理人员对微信群进行维护，

鼓励患者在微信群中积极分享自身的有氧锻炼体会，

形成一个良好的、积极的疾病治疗与护理氛围。以及，

需要有护理人员在线对患者的各种疑惑进行解答，从

而指导其更加科学的、积极地参与有氧运动锻炼。其

次，护理人员需要定期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大约为

每周一次，以此来详细了解患者的个人实况，从而加

以针对性的指导。如依据患者的疾病恢复情况，指导

患者选择更适合的有氧运动锻炼项目和强度。具体的

有氧运动锻炼项目包括有散步、快走、广场舞、太极

等，而每次的锻炼时间选择需在饭后 2h，以及保持大

约 30min 的锻炼时间，在身体有微微出汗的迹象之后

停止，同时每周坚持锻炼 3-5 次。 
（3）上门随访延续性护理：除了线上的微信、电

话随访以外，上门随访也至关重要，频率大致为 1 个

月 1 次。上门随访主要是切实了解患者有氧运动锻炼

情况，及对患者的病况进行实地观察，从而发现问题，

并进一步强化有关方面的指导。首先是强化患者有氧

运动方面的指导，如教患者打太极，指导患者在进行

快走的时候有效配合呼吸律动等。其次是强化患者饮

食方面的指导，如每日水分摄取量需保持在 800mL 左

右，以确保尿量在 300mL 左右；如通过瘦肉、鱼肉的

摄入来补充优质蛋白，以及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来补

充纤维素与维生素；再如遵照《肾脏疾病预后质量指

南》中的有关标准控制热量、蛋白质、脂肪等营养元

素的摄入量，分别为 96.278-146.510kJ/（kg·d）、1.0- 
1.5g/（kg·d）、1.3-1.7g/（kg·d）[2]。最后是强化患

者生活方面的指导，如保持规律作息，睡前 1h 避免使用

电子产品，以及生活中不可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等等。 
1.3 观察指标 
①睡眠质量：以 PSQI 量表评估，含 7 各维度，4

级评分法，总分 0-21 分，得分越低睡眠质量越好；②

临床症状：以 DSI 量表评估，含 5 项症状，5 级评分

法，总分 0-20 分，得分越低症状越轻。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1.0 软件处理数据，各评分数据均以（x±s）

表示，及 t 检验，P＜0.05 表示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睡眠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睡眠质量总评分为（7.04±0.89）分，显著

低于常规组的（14.03±0.9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2 临床症状评分比较 
观察组临床症状总评分为（5.22±0.76）分，显著

低于常规组的（9.85±1.2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1 睡眠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障碍 总分 

常规组 21 2.01±0.12 1.98±0.11 1.99±0.13 2.02±0.15 1.99±0.14 2.03±0.14 2.01±0.11 14.03±0.90 

观察组 21 1.03±0.11 0.97±0.13 1.02±0.11 0.98±0.12 1.00±0.11 1.03±0.14 1.01±0.17 7.04±0.89 

t - 4.251 4.223 4.165 4.328 4.274 4.117 4.223 6.214 

P - 0.033 0.034 0.028 0.031 0.032 0.037 0.034 0.000 

表 2 临床症状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乏力 瘙痒 皮肤干燥 入睡困难 口干 总分 

常规组 21 1.95±0.24 1.90±0.33 2.01±0.24 1.98±0.25 2.01±0.21 9.85±1.27 

观察组 21 1.06±0.12 1.02±0.15 1.05±0.21 1.07±0.11 1.02±0.17 5.22±0.76 

t - 4.251 4.227 4.658 4.229 4.584 6.528 

P - 0.032 0.033 0.029 0.034 0.03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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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现如今，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发病

率的升高，以及伴随着人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增多，终

末期肾脏疾病患者越来越多。终末期肾脏疾病是一种

非常严重的慢性危重疾病，该疾病不仅临床表现明显，

而且患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经济接受治疗，给患

者增加了巨大的身心压力。维持性血液透析是治疗终

末期肾脏疾病的主要方式，可以帮助其清除血液内的

毒素，以及帮助其纠正水、电解质的紊乱现象，从而

促使其获得生命质量的改善与生存时间的延长[3]。但是

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治疗时间非常长，很多患者在出院

以后往往自我管理能力差，加上患者的健康意识相对

薄弱，未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信息，就导致患者

可能出现不遵守医嘱行为，最终影响到透析效果。延

续性护理是当下临床所提出的一种新型护理干预模

式，改护理服务模式是在科学研究技术上，对患者给

予有效的护理服务，给予患者护理支持，让患者在出

院以后仍然可以感受到医疗关怀与帮助，对提高患者

的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将延续性护理服务应用于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意义显著，该护理服务通过设

计一系列行动，以保证患者在不同的健康照顾场所均

可以得到相同程度的连续性、协作性照顾，对患者给

予鼓励和关注，促使患者能够自我表达内心真实想法，

为患者展开积极有效的劝导，不断提高患者的治疗自

信心。对血液透析患者展开有氧运动的延续性护理，

可以让患者坚持体育锻炼，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有

助于丰富患者的日常生活，从而调节患者的精神疲乏

状态，不断提升患者对自身身体的掌握能力和自信心。

在展开有氧运动以后，患者的体力逐渐消耗，需要通

过睡眠的方式进行恢复[6]。此外，适量的运动不仅能够

促使患者尿素、水、钠排出体外，还能够有效清除尿

毒素的代谢废物，极大的改善了患者的身体状态，帮

助患者改善身体素质，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具有较

高的作用价值。延续性护理服务能让患者感受到而基

于有氧运动持续性、连续性的重要意义，更是可以帮

助患者保持规律的、科学的有氧运动，坚持长期的展

开体育锻炼，获得体质与精神的改善，提升患者的睡

眠质量，从而显著改善治疗预后[7]。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睡眠质量总评分为（7.04

±0.89）分，以及各临床症状总评分为（5.22±0.76）
分，均相较于常规组的（14.03±0.90）分和（9.85±1.27）
分而显著更低。充分说明，观察组护理干预方式对于

患者睡眠质量的提升，以及各临床症状的改善具有更

为积极的促进作用。原因分析：有氧运动可促使患者

的机体免疫力提升，并帮助患者改善精神方面的疲倦，

从而促使其保持较为良好的身心状态，进而也就更有

利于促进睡眠质量的提升[4]。与此同时，有氧运动可以

帮助患者增加尿素与水的排泄，从而有效促进体内毒

素的排除，进而也就可以帮助患者改善各临床症状[5]。 
综上所述，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睡眠受到病情

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出现睡眠障碍等情况。

而在此基础上，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展开有氧运动

的延续性护理应用效果显著，不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提升患者的睡眠质量，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患者

的临床症状，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运功习

惯，具有较高的作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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