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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护理在糖尿病肾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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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饮食护理在糖尿病肾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8 年 8 月~2019 年 8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糖

尿病肾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60 例作为实验研究对象，随机抽签分组，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研究

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饮食护理干预。比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液生化指标和营养水平。结果:研究组患者护理后血液生化指标和营养水

平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糖尿病肾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实施饮食护理干预能够有

效改善患者各项生化指标，有效调节患者营养状况，促进患者康复进程，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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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是由糖尿病血管发生病变所引发的临床较为常见

的一种内分泌系统疾病。常见症状有蛋白尿、患者四肢水肿以及贫

血等，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1]。维持性血液透析是目前

临床对于糖尿病肾病常用的治疗方式，但经临床大量研究发现，治

疗结果受患者营养状况直接影响[2]。因此，对于患者进行一定的饮

食护理具有重要意义，临床指导患者进行营养均衡摄食，能够有效

提高治疗质量。基于此，探讨饮食护理在糖尿病肾病行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8 月~2019 年 8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糖尿病肾病行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60 例作为实验研究对象，随机抽签分组，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0 例。对照组：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45~75

岁，平均年龄（55.36+1.58）岁；研究组：男 20 例，女 10 例，年

龄 44~76 岁，平均年龄（56.45+2.84）岁。60 例患者维持性血液透

析时间平均为（12.85+2.38）个月。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基本资

料的比较上，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本次研究在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下进行，患者均自愿参与

并由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对于存在认知障碍、精神疾病以及患有对

结果有干扰的其他疾病患者不予纳入此次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向患者及患者家属讲解糖尿病肾

病的病因和注意事项，提高患者和患者家属对于临床护理的重视程

度等。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常规护理基础上，加以饮食护理干预，具

体措施如下：护理人员对患者病情进行综合评定，根据患者的实际

情况制定与患者相吻合的饮食方案，为患者提供关于其食物营养成

分的手册，具体记录每种食物 100g 中所含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

素的各项含量，让患者对于自身的饮食有一定了解，患者可以通过

查阅手册对自身进行进行良好监督。患者的饮食应以少食多餐、优

质蛋白低脂、低盐的规则为依据，进行合理搭配对每天的饮食进行

调整。护理人员要充分了解患者的体重、病情，计算患者每日需要

的基本热量，对患者的营养需求进行合理设定。 

1.3 判定标准 

1）临床测量记录两组患者体重、上臂肌围以及三头肌皮褶厚

度的营养指标和血液生化检验指标。 

2）选用株式会社日立高新技术公司所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日立 7600 指标、D－10 系列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以及来自某医

疗器械公司购入的试剂盒对两组患者相关指标进行测定。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EpiData3.1 软件进行数据库建立，采取 SPSS17.0 软件进行

统计和对比分析。同时采用 t 检测，计量平均数资料用北曜疾睿

sx ± ）表示， 2 检验，P<0.05 代表符合统计学规律。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营养状况对比 

护理后，研究组患者体重、上臂肌围以及三头肌皮褶厚度的营

养 指 标 均 明 显 优 于 对 照 组 ， 组 间 比 较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营养状况对比（ sx ± ） 

组别 n 体重  上臂肌围  三头肌皮褶厚度 

对照组 30 52.31 2.46 1.54 0.15 21.05 1.33 

研究组 30 55.26 3.01 1.81 0.37 23.51 1.09 

t  2.664 2.348 3.026 

P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液生化指标对比 

护理后，研究组患者各项血液生化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组

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1、2-2。 

表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液生化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n 糖化血红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肌酐 

对照组 30 7.99 2.11 3.21 1.09 661 99 

研究组 30 7.01 1.31 2.68 1.18 567 88 

t  3.001 2.936 4.667 

P  <0.05 <0.05 <0.05 

表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液生化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n 尿素氮 总蛋白 白蛋白 

对照组 30 9.03 1.66 56.88 12.23 25.36 9.33 

研究组 30 8.59 1.81 60.04 9.93 31.45 7.69 

t  3.021 4.360 2.997 

P  <0.05 <0.05 <0.05 

3 讨论 
大量文献记载和临床试验证明，糖尿病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的营养状况直接影响临床治疗效果，因此，临床对于患者开展营

养均衡的饮食护理具有重要意义[3-4]。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饮食护

理干预的患者护理后血液生化指标和营养水平均明显优于常规护

理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糖尿病肾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护理

中，实施饮食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各项生化指标，有效调节

患者营养状况，促进患者康复进程，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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