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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常见问题和优化措施 

仓 啦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西藏自治区 

【摘要】随着近些年我国慢性肾脏疾病发病率的不断提升，使该类患者的临床护理工作成为各大医院

关注的焦点。而基于慢性肾脏疾病的病症特点，结合患者个体的实际情况，采取科学全面的护理措施，有

助于提高患者整体的护理效果，让其生活质量得到较好的改善，促进慢性肾脏疾病患者早日出院。本文根

据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常见问题，浅谈一下该类患者临床工作的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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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incidence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my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the clinical care of such patient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major hospital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atients, taking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nursing measures will help improve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e early discharg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 Based on the common problems in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this article briefly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direction of 
clinical work for the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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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慢性肾脏疾病通常具有病情迁延不愈、病情进

展缓慢和并发症多的特点，使患者的肾脏功能显著

下降，令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若患者未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则会导致病症问

题的进一步恶化，甚至造成因病致死的情况，对患

者的生命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本文从心理情绪、

疾病认知、日常饮食、药物服用、风险隐患和并发

症多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临床护理

中的常见问题，并以此为依据详细探讨了该类患者

临床护理的优化方向，为改善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

临床护理水平提供信息参考，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1 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常见问题 
1.1 心理情绪问题 
由于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病程时间较长，且治

疗进度缓慢，稍有不慎还会出现病症程度加重的情

况。所以该类患者在护理治疗期间经常会产生较大

的心理压力，甚至会出现抵触治疗的不良情绪，令

临床护理工作受到极为严重的阻碍。而且，护理治

疗过程中产生的高额医药费，也会对慢性肾脏疾病

患者的家庭情况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使患者深深

陷入焦虑、烦躁、抑郁和恐慌等异常情绪之中，让

患者的整体护理效果大打折扣，对患者的康复工作

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当慢性肾脏疾

病患者的心理情绪处于异常状态时，会对其睡眠质

量和饮食状况造成极大的干扰，甚至导致患者出现

茶饭不思和彻夜难眠的情况，令患者的机体免疫力

进一步下降，为后续的临床护理工作也埋下了巨大

的风险隐患[1]。 
1.2 疾病认知问题 
虽然近些年我国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人数逐渐

上升，但患者对自身病症的认知程度并无任何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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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而该类患者在疾病认知方面存在的问题，主

要体现在不重视疾病和妄加猜测预后两个方面。其

中，对病症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足，是导致慢性肾脏

疾病患者病症恶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患者护理

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部分患者由于自身文化水平

较低或年龄过大，不仅未能够加强对病症知识的学

习与应用，也未在护理治疗期间严格遵循各项医嘱，

致使护理风险隐患大幅度提升，对整体的护理治疗

效果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少数患者对自身

病症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却在护理治疗期间妄加

猜测病症预后，进而导致期望过高、盲目自信、过

度悲观、恐慌焦虑等各种异常情绪，甚至诱发护患

纠纷事件，令接下来的临床护理工作受到了极为严

重的阻碍。 
1.3 日常饮食问题 
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钾排出量低于正常人，若

在日常饮食上未严格控制钾元素的摄入量，极容易

导致该类患者出现高钾血症，让其产生肌肉无力和

心律失常的现象，令患者的身体状况进一步下降[3]。

而部分患者为了降低钠元素的摄入量，在制作饭菜

时常常会使用低钠盐。虽然该种方法能够使患者减

轻钠元素的摄入量，有效缓解患者的肾脏压力。但

同时也会增加钾元素的摄入量，甚至诱发高钾血症

的情况。如果慢性肾脏疾病患者在护理治疗期间因

自身病症或心理情绪等影响而产生食欲不振的现

象，会使其各类营养物质的摄入量低于正常标准，

极容易造成贫血或营养不良的情况，导致患者的机

体免疫力显著下降，令该类患者的护理治疗效果也

明显降低[4]。 
1.4 药物服用问题 
慢性肾脏疾病患者通常需要接受长时间的药物

治疗，部分患者在此期间极容易因治疗效果低于预

期或不良反应而擅自停药，这不仅会使护理治疗效

果大打折扣，让患者的肾脏功能难以得到进一步的

改善。还会增加护理治疗过程中的风险隐患，甚至

造成患者的病症情况再度恶化，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不少患者因感觉治疗效果

不理想，在未经医护人员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加大自

身药量，该种情况不仅无法起到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的目的，甚至还会导致药物中毒的现象发生，令慢

性肾脏疾病患者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5]。除

此之外，部分老年患者记忆力减退严重，在护理治

疗期间经常会出现忘记服药的情况，使药物治疗效

果远远低于预期，难以在病症治疗工作中发挥出应

有的临床效果。 
1.5 风险隐患问题 
部分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会存在贫血或走路乏力

的情况，在护理治疗期间极容易出现跌倒的现象，

该种问题不仅会严重阻碍患者的整体治疗进度，使

患者遭受剧烈的疼痛折磨。还会增加患者家庭的经

济负担，甚至诱发护患纠纷的情况，令患者的康复

周期大大延长。还有少数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会存在

皮肤瘙痒的症状，若未能采取及时有效地措施予以

处理，会因患者过度抓挠而产生皮肤感染问题，使

患者的身体状况受到严重影响，令患者的护理治疗

体验也大幅度下降[6]。 
1.6 各种并发症问题 
慢性肾脏疾病患者往往需要长期卧床调养，尤

其是心力衰竭症状，更需要采取卧床的方式缓解患

者的病症程度。而长时间的卧床会导致患者的下肢

血液流动速度显著减缓，极容易诱发关节僵硬、肌

肉萎缩、栓塞性病变等并发症问题，使患者的行动

能力显著减弱，让患者的护理治疗体验也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若在卧床期间未做好皮肤清洁处理工

作，还会导致患者产生皮肤感染和压疮等并发症问

题，令患者面临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让患者的整

体康复周期也随之延长[7]。除此之外，少数患者存

在吸烟、过量饮酒和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也会直

接或间接地加重慢性肾脏疾病的病症程度，甚至导

致心脑、肝、肺、肾等重要器官受损，对患者的生

命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 
2 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临床护理工作的优化方向 
2.1 针对性心理疏导 
面对慢性肾脏疾病患者在护理治疗期间出现焦

虑抑郁、烦躁恐慌和抵触治疗等情况时，医护人员

应在日常工作中全面深入地了解患者的病史信息、

临床症状、体征特点、治疗经历、辅助检查结果、

家庭背景及成员情况等信息。并以此为依据通过积

极主动地沟通交流，选择适宜的谈话技巧逐渐拉近

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患者将内心压

力全部倾诉给医护人员，以此达到改善患者不良心

理和消除患者异常情绪的目的，保障护理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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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可靠[8]。而医护人员在开展针对性心理疏导

的过程中，应着重注意谈话时机与相关技巧，既要

采取晓之以理的方法让患者对病症问题保持客观正

确的认知，也要利用动之以情的措施提高患者的治

疗自信心和护理依从性，令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护

理治疗效果得以改善，促进该类患者的身体状况及

早好转[9]。 
2.2 健康知识宣教 
医护人员利用视频、语音、图片、文字和口头

描述等多种形式，向患者详细讲解慢性肾脏疾病的

产生原因、临床症状、治疗方法、护理要点、康复

进度和注意事项，不仅能够增强患者对自身病症的

重视程度，有效避免擅自停药和抵触治疗的现象，

保障药物治疗效果的稳定可靠。还可以提高患者的

自我护理能力，防止各种风险隐患的发生，令患者

免受额外的疼痛折磨。为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早日

出院，起到极为有利的帮助作用。而医护人员在开

展健康知识宣教的过程中，还应根据慢性肾脏疾病

的具体特点和患者个体情况，向患者着重强调预期

治疗效果，以此消除患者期望过高、盲目自信、过

度悲观、恐慌焦虑等各种异常情绪，使护患纠纷事

件的发生概率大大降低，为后续的临床护理工作奠

定坚实的基础[10]。 
2.3 个性化饮食干预 
由于钠元素、钾元素和磷元素摄入量过多会对

患者的肾脏压力、血钾浓度和皮肤状况造成不利的

影响。所以，医护人员在开展临床护理工作时，应

从患者的日常饮食方面严格把控钠元素、钾元素和

磷元素的摄入量，嘱咐患者饮食清淡，少吃香蕉、

柚子、猕猴桃和番茄等含钾过高的蔬菜水果，同时

将磷元素的摄入量控制在每日 800mg 以内。并根据

患者的身体状况，为患者的蛋白质摄入量和日常饮

水量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从而在满足患者营养需

求的同时，有效避免各种并发症问题，促进慢性肾

脏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尽快改善。 
2.4 日常用药指导 
医护人员在开展用药指导前，应先深入了解慢

性肾脏疾病患者的文化接受程度，并以此为依据向

其详细讲解按时服药在病症治疗中的重要性，使患

者的服药依从性得以提高，让患者日常服药量达到

正常标准，进而保障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药物治疗

效果稳定可靠。同时通过张贴标签的方式提醒老年

患者按时按量服用药物，有效避免漏服和重复服药

的情况，令各类药物在护理治疗过程中发挥出应有

的临床效果，促进该类患者的身体状况及早好转。

除此之外，医护人员还应将服药后的注意事项及可

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全部告知给患者，使患者能够做

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让患者的护理治疗体验和临床

满意度均得到较好的改善。为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

早日出院，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 
2.5 加强风险防范力度 
医护人员在护理治疗工作中，应利用先进的仪

器设备对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体征参数进行实时监

测，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种风险隐患，以此保障护理

治疗工作的有序开展，令患者的临床效果也得以提

升，促进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及早出院。对于贫血

的慢性肾脏疾病患者，医护人员一方面应加强跌倒

事件的防范力度，另一方面还应合理使用促红素，

让患者的身体状况逐渐改善，使其免受额外的疼痛

折磨。而面对存在皮肤瘙痒情况的患者，医护人员

应在控制磷元素摄入量的同时，利用一些非含钙磷

结合剂进行降磷处理，从而缓解患者的不适症状，

有效防止皮肤感染的情况，令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

身体状况进一步改善。 
2.6 做好并发症预防 
医护人员在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卧床治疗期

间，应嘱咐家属对患者下肢进行定期按摩，以此加

快患者下肢血液循环速度，防止栓塞性病变的情况

发生。同时指导患者及早下床活动，使患者通过适

当的运动锻炼提高自身的行动能力，使关节僵硬和

肌肉萎缩等并发症问题得到较好的预防，让患者免

受额外的疼痛折磨，促进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生活

质量不断提高。同时采取开窗通风、清洁地面、定

时消毒和更换被褥等措施，保持病房环境的洁净卫

生，有效避免感染事件的出现，令患者的护理治疗

效果进一步提升。除此之外，医护人员还应协助慢

性肾脏疾病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防止病

症问题的恶化，让该类患者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临床护理过

程中存在的心理情绪问题、疾病认知问题、日常饮

食问题、药物服用问题、风险隐患问题和各种并发



仓啦                                                          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常见问题和优化措施 

- 108 - 

症问题，医护人员通过针对性心理疏导、健康知识

宣教、个性化饮食干预、日常用药指导、加强风险

防范力度和并发症预防等临床措施，可以显著提高

该类患者的护理治疗效果，使其身体状况及早改善，

促进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尽快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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