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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人文关怀在血透患者护理工作中的护理应用影响效果。方法 选取（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的 48 例血液透析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方式分为观察组（人文关怀护理）和对比组（常规护理）各

24 例，整理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护理质量评分、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心

理状态评分低于对比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比组，呈

p<0.05。结论 人文关怀护理措施的实施，能够稳定患者情绪降低负面心理的影响，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

提高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认可，可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保障透析的顺利进行，进而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实现最

终的治疗效果，可予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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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in the nursing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8 hemodialysis patients (April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and comparison group (routine nursing) with 24 cases each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quality of nursing score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orted out. Results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mparison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mparison group, with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and nursing measures 
can stabilize patients' emotions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impact,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improve 
patients' recognition of nursing qualit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dialysis, 
and then improv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 the final treatment effect, which can be popu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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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治疗措施，是一种通过借助血液透析方

式[1]，达到延长并维持患者生命不断发展的一种过渡性

治疗方法，因患者对血液透析等相关治疗方法及注意

事项知识的了解度较低[2]，在透析过程中极易产生焦

虑、紧张、恐惧的心理情绪，严重的甚至出现暴躁症，

此时将对透析治疗的顺利形成不同程度的阻碍影响，

将降低最终的透析治疗效果，甚至诱发其他病症[3]。所

以应予以相应的护理措施，稳定患者情绪，提高其对透

析治疗方法的了解度与认同感，进而提高治疗护理依

从性，保障透析治疗的顺利进行，实现最终的治疗康复

效果。据相关文献查证了解到，人文关怀护理措施[4]，

能够通过给予患者更加详细更加人性化的护理干预措

施，不断强化患者的依从性，进而降低不良反应发生

率，实现最终的治疗目的。为能够详细了解该方法的影

响效果，以下将对人文关怀在血透患者护理工作中护

理应用效果予以分析，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的 48 例血液透析

患者实施回顾性分析，通过随机数字表法方式分为观

察组和对比组。观察组 24 例，男 13 例、女 11 例，年

龄范围 35 至 72 岁，平均年龄（68.56±2.48）岁，透析

https://jacn.oajrc.org/


胡清秀，宋婷婷，刘桃玉，陈服玲                                     人文关怀在血透患者护理工作中的应用疗效观察 

- 50 - 

时间 3 至 82 个月，透析频率 3 至 5 次/周，时间 3 至

6h/次。对比组 24 例，男 14 例、女 10 例，年龄范围 36
至 78 岁，平均年龄（57.54±2.39）岁，透析时间 3 至

81 个月，透析频率 5 至 6 次/周，时间 4 至 9h/次。无

严重心脏疾病；无精神异常；无合并肿瘤疾病；患者及

家属均了解本次研究目的并予以研究结果知情权；无

妊娠哺乳期女性；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无中途退出

者；两组数据无较大差异性 P>0.05。 
1.2 方法 
对比组：实施常规护理，于患者办理入院后实施基

础健康宣教，详细为其讲解相关血液透析治疗方法、透

析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期间对患者提出的疑

问给予详细解答。采取适当的心理引导措施，提供治疗

成功案例，逐渐提高患者的治愈信心，接内容缓解患者

精神情绪的紧张、焦虑感。逐一为患者介绍病房及责任

医护人员，带领患者熟悉医院环境，检查透析病房环境

及消毒通风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保持透析环

境的整洁性，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不断给予患者积极

鼓励语言，进而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的治愈

信心，推动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护理工作的进行实现治

疗效果。 
观察组：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人文关怀

护理，因患者受到病症等原因的影响，患者在实施透析

治疗期间易产生消极、焦虑、恐惧等消极的精神情绪状

况，这种过重的心理压力将导致患者逐渐产生逆反心

理，对透析治疗的顺利进行将产生较大的阻碍影响。所

以护理人员应按照患者当前的心理状态，实施人性化

心理干预措施，适当予以相应的积极鼓励，对其提出的

疑问予以答疑解惑，从而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逐渐

提升患者的治疗护理依从性。因采取血液透析治疗的

疾病患者，需采取疗程较长的透析治疗，且透析治疗会

导致血液中的营养物质不断流失，最终将导致患者出

现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的状况。此时长期的营养不良

将导致患者体抗力大大降低，极易引发并发症的产生，

最终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等方面产生较大的

威胁影响。 
所以应当给予患者适当的饮食指导措施，纠正患

者的饮食结构，指导其食用富含丰富维生素及微量营

养元素的新鲜果蔬与蛋白质类食物，不断维持体内营

养的均衡摄入充足的能量，保障机体的顺利运行。透析

治疗完成后，应抬高患者实施血液透析穿刺位置的肢

体，观察穿刺肢体位置血液的流通情况，适当进行松解

活动干预，防止过紧包扎产生影响。最终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遵医嘱给予患者相应剂量的抗凝药物，防止损

伤及内瘘血管闭塞情况的产生与影响。依据患者透析

后机体恢复情况，指导患者采取适当的抓握运动，期间

告知患者注意加强保暖措施。对患者的药物使用情况

进行管理，细心的为患者讲解服用正确剂量治疗药物

的重要性，于实施透析治疗前，根据患者病情恢复状况

指导其服用标准剂量的降压药物。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心理状态评分（SAS、SDS）。 
（2）对比生活质量评分（生理职能、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患者越好。 
（3）比较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健康教育、操作技

能、人文关怀、服务态度），各项评分内容满分均为 10
分，分数越高护理质量越好。 

（4）对比不良反应发生率（肌肉痉挛、头痛、低

血压、胸痛）。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4.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研

究，行 t 值、χ2值检验，使用平均数±标准差及（n%）

对计数资料及计量资料表示，当 P<0.05，表明研究数

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评分 
观察组心理状态评分低于对比组，呈 P<0.05，如

表 1。 
表 1  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对比（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24 54.15±2.15 32.35±1.12 59.65±3.34 34.36±1.25 

对比组 24 54.26±2.33 49.26±2.23 59.54±3.25 42.54±1.56 

t - 0.170 33.197 0.115 20.046 

P - 0.865 0.000 0.90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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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实施前两组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生理职能（91.36±5.34）分、躯体

功能（90.36±5.36）分、社会功能（90.34±5.36）分，对

比组生理职能（83.34±5.36）分、躯体功能（82.68±5.42）
分、社会功能（83.68±5.28）分，（t=6.487/6.324/5.860、
P 均<0.05）。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呈

P<0.05。 
2.3 护理质量评分 
观察组健康教育（9.21±0.23）分、操作技能

（8.67±0.32）分、人文关怀（8.58±0.24）分、服务态度

（9.12±0.43）分，对比组健康教育（5.36±0.34）分、操

作技能（5.24±0.18）分、人文关怀（5.31±0.35）分、服

务态度（5.28±0.25）分，（t=45.948/45.767/37.748/37.821、
P 均<0.05）。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呈

P<0.05。 
2.4 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肌肉痉挛 1例（4.16%）、低血压 1例（4.16%）

共发生 2 例（8.33%），对比组发生肌肉痉挛 3 例

（12.50%）、头痛 1 例（4.16%）、低血压 2 例（8.33%）、

胸痛 2 例（8.33%），共发生 8 例（33.33%），（t=4.547，
P=0.032），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比组，呈

P<0.05。 
3 讨论 
血液透析主要对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等类患者所采

用的肾脏代替性治疗方式[5]，能够通过透析将体内的废

物代谢出去，可维持体内电解质与酸碱的平衡。但因患

者对血液透析及相关疾病知识、注意事项的了解较低，

无法有效对自身心理情绪实施控制管理，导致患者最

终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状况[6]，降低治疗护理依从

性，影响透析治疗的顺利进行，将降低最终的透析治疗

效果。部分患者甚至还会诱发其他并发症的产生，此时

将加大病症对患者生命安全的威胁影响。为此应予以

患者相应的护理措施[7]，促进透析治疗的顺利进行，降

低不良反应的产生，进而实现最终的透析治疗目的，保

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据相关文献查证了解到，人文关怀

护理措施，能够通过为患者讲解透析治疗相关知识，解

答患者的疑问，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询问患者是否

具有不适感并予以相应的干预措施，缓解穿刺对患者

产生的影响，保障患者血管的质量[8]，依据患者反应情

况给予相应的镇痛措施，降低透析穿刺产生的疼痛感

对患者的影响，加强对患者饮食结构的纠正干预管理，

保障患者机体营养物质的摄取，不断补充能量，促进患

者健康的恢复[9]。通过对上述研究结果的整理发现，观

察组的心理状态评分低于对比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

对比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于对比组，呈 P<0.05；表明了人文关怀护理措施，能

够稳定患者的情绪状态，提高其生活质量水平，加强患

者对护理措施的认可度提高护理质量评分，可降低不

良反应发生率，推动健康的恢复。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在血透患者护理工作中的应

用效果显著，具有在相关疾病护理工作中推广使用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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