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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肾内科护理联盟的延续护理模式对慢性肾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评估 

段秋玉，姜永杰 

青岛市黄岛区中心医院  山东青岛 

【摘要】目的 分析基于区域肾内科护理联盟的延续护理模式对慢性肾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评估。方法 选择我

院在 2023 年 7 月份至 2023 年 12 月份收治的 40 例患者进行研究，依据患者入院治疗时间的先后顺序分成了对照

组和实验组，每组患者的数量为 20 例，对照组患者提供常规的护理模式，实验组患者提供基于区域肾内科护理

联盟的延续护理模式，分析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自我管理

水平，生活质量得到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得到提升，p<0.05。结论 对于慢性肾病患者提供基于区域肾内科护

理联盟的延续护理模式，可以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得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得以提升，

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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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based on the 

continuation care model of the regional nephrology ca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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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valuation of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based on the regional nephrology nursing alliance. Methods choose our hospital in July 2023 to December 202340 patients 
to study,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patients admitt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of 20 cases, control group of patients provide routine nursing mod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provide 
continuation based on regional renal medicine nursing alliance of nursing mode, analysis of th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of 
self management level,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self-management level of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improved,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improved, p <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the continuous care mode based on 
the regional nephrology nursing alliance can improve the self-efficacy level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 advocating. 

【Keywords】Based on regional nephrology care alliance; continuation car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management 
effect 
 

慢性肾病的发生与肾或者肾小管发生了病理性的

病变，对患者的泌尿、循环、代谢造成了影响。有效的

管理好慢性肾病患者的护理质量，可以延长患者的寿

命，但若患者未得到有效的管理以及有效的治疗，会增

加患者出现尿毒症的风险。对于慢性肾病患者而言，受

到病情起伏的变化患者的心理状态不稳定，存在官能

性的特征[1]。当前针对于慢性肾病患者的治疗可以使用

提升肾功能的药物，或者使用中成药进行调节，但患者

的情绪相对较为焦虑，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不高，影响患

者的治疗。而开展区域肾内科护理联盟的延续性护理，

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得患者的自我管理效能

水平得到提升，促进患者的恢复，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本次研究患者的数量为 40 例，起始时间 2023

年 7 月份，截止时间 2023 年 12 月份，年龄在 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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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53.34±2.17 岁，女性 19 例，男性 21 例。

分析所有患者各项指标，p>0.05，有一定的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提供常规的记理，监测患者的生理指

标，评估患者慢性肾病的等级，开展生活以及用药指导，

患者需要服用处方药物时，应提前与患者进行沟通，明

确药物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实验组患者提供基于区域肾内科护理联盟的延续

性护理，具体包括：1、建立区域肾内科护理联盟，以

三甲医院的护理人员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理人员

为主。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分析，制定护理的方案，开展

医院-社区-家庭的延续性护理[2-3]。2、患者住院期间，

护理人员应结合患者的年龄、性别、学历、家庭经济状

况给予评估，在满足患者治疗需求的同时，给予患者有

效的护理措施，为患者普及慢性肾病的相关知识，提高

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度。2、饮食指导，依据患

者的个人喜好，指导患者多吃一些益肾的食物，不吃过

甜或者过咸的食物。提高患者的认知，提升患者的自我

保健意识，纠正患者对疾病的错误认知，建立征服疾病

的信念[4]。3、心理指导，患者发病后需要长期服药，

增加患者出现抑郁或者焦虑的情况，积极的与患者进

行交通，了解患者的爱好，指导患者放松肌肉，进行有

节奏的呼吸，缓解不良情绪，必要时提供抗抑郁的药物，

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5]。4、患者出院前，依据三位一

体的延续护理网络，医院和家庭开展联动，指导患者家

属在家做好患者的病情监测，药物的使用指导，肾功能

指标的康复，家属对患者的病情恢复，用药依从性进行

记录。5、做好医院和社区的联动，建立微信群，医院

的护理人员每周在群内开展讲座，讲解延续性护理的

方法，作用，相关注意事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理

人员应做好信息档案的管理，并记录延续护理工作的

内容，开展双向联动管理。若社区内的护理人员发现患

者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与三甲医院的护理人员沟

通，及时为患者提供合理的治疗，避免患者的病情被延

误[6-7]。6、做好社区和家庭的联动，患者居家期间，社

会区卫生服务员的护理人员应定期到患者家中访视，

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解，明确患者的主观感受，若

出现焦虑或者抑郁的情况时应给予有效的护理，使得

患者的心理状态更为平稳，评估患者的营养状况，强调

按时服药的重要性，并提供正念疗法，多与患者进行沟

通，对患者的实际问题给予有效的解决。 
1.3 观察指标 
分析患者的自我效能、生存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参与本次研究当中，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使用

SPSS21.0 数据包处理，计量数量使用（x±s）表示，

使用 t 检验，显示 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差异不大，

p>0.05，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更佳，p<0.05。 

表 1  分析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x s± ，分） 

项目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生理功能 65.22±3.26 75.34±9.25 65.37±3.21 84.55±10.28 0.341/5.216 >0.05/<0.05 
生理职能 63.55±3.28 76.42±8.21 63.76±3.08 80.57±7.96 0.345/4.213 >0.05/<0.05 
身体疼痛 47.9.±2.68 73.37±9.28 47.03±2.51 79.52±6.59 0.306/6.292 >0.05/<0.05 
总体健康 48.94±3.57 68.16±8.47 48.27±3.27 76.78±7.81 0.463/5.174 >0.05/<0.05 
活力 48.90±4.78 75.77±10.28 48.55±4.89 82.24±5.71 0.644/2.958 >0.05/<0.05 

社会功能 47.63±3.51 76.65±7.15 47.76±3.54 85.45±6.94 0.327/3.782 >0.05/<0.05 
情感职能 43.38±7.84 78.69±11.25 43.43±7.78 76.44±2.64 0.643/5.145 >0.05/<0.05 
精神健康 47.52±2.54 72.72±10.45 47.44±2.57 80.95±5.19 0.753/5.945 >0.05/<0.05 

 
2.2 护理前，对照组患者用药依从性评分 3.21±

0.74 分；心理水平评分 2.27±0.69 分；生活行为方式

评分 2.35±.78 分；疾病认知评分 1.34±0.87 分；护理

后对照组患者用药依从性评分 6.23±0.48 分；心理水

平评分 6.48±0.78 分；生活行为方式评分 5.26±0.87

分；疾病认知评分 5.67±0.76 分； 
护理前，实验组患者用药依从性评分 3.18±0.85分；

心理水平评分 2.15±0.87 分；生活行为方式评分 2.48
±0.68 分；疾病认知评分 1.25±0.98 分；护理后实验

组患者用药依从性评分 9.15±0.52 分；心理水平评分



段秋玉，姜永杰                               基于区域肾内科护理联盟的延续护理模式对慢性肾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评估 

- 62 - 

9.12±0.45 分；生活行为方式评分 8.98±0.57 分；疾病

认知评分 9.25±0.34 分；护理前，两组患者自我管理

能水平差异不大，p>0.05，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的自我

管理水平更佳，p<0.05。 
2.3 对照组 20 例患者，护理满意的数量为 12 例，

占比 60.00%；基本满意的数量为 5 例，占比 25.00%；

不满意的数量为 3 例，占比 15.00%；总体满意的数量

为 17 例，满意度为 85.00%； 
实验组 20 例患者，护理满意的数量为 16 例，占

比 80.00%；基本满意的数量为 4 例，占比 20.00%；不

满意的数量为 0 例，占比 0.00%；总体满意的数量为

20 例，占比 100.00%；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更高，

p<0.05。 
3 讨论 
慢性肾病作为我国发病率较高的一种疾病，也是

一种常见疾病，该病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具有较高的发

病率。疾病在进展的过程中，需要持续较长的时间，患

者出现并发症的机率较高，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了

较大的影响。患者住院期间，由专业的护理人员给予相

应的指导，患者的用药依从性、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均

处于均佳的状态，而且护理人员，也会为患者普及疾病

的相关知识，提高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度，使得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得到提升。并明确合理用药的重要

性，积极的控制饮食的必要性，患者的治疗效果相对较

佳[8]。但患者的病情稳定后，患者需要出院居家自行服

药控制病情，自行做好管理，部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水

平不佳，导致疾病的治疗效果受到的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呈现下降的趋势，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为患者开展基于区域肾内科护理联盟的延续性

护理，建立了医院-社区-家庭的三位一体护理，让医院

和家庭、社区和家庭、医院和社区建立了联系，医院的

护理人员定期在微信群内开展讲座，提高社区护理人

员的护理质量，对延续性护理的掌握度，如何正确为慢

性肾病患者给予护理指导。社区的护理人员定期上门

访视，对患者的心理状态，用药情况，生活方式进行评

估，对于患者日常不合理的行为给予有效的引导，确保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得到提升，生活质量呈现上升的

趋势[9-10]。而患者一旦出现异常状态时，及时与医院的

护理人员沟通，患者第一时间就医，缩短了患者的就医

时间，避免了病情发生延误的情况，提高了患者的治疗

效果。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开展基于区域肾内科护理联

盟的延续性护理模式，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自我

管理能力更佳，提高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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