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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分析强化自能护理的实施，对于糖尿病肾病行腹膜透析患者的疾病管理能力与机体容量状态的影响，进一步提升护理服

务水平，为诊疗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有利条件，顺势构建起和谐的护患关系。方法：从2018年10月-2019年10月在我院接受糖尿病肾病行腹

膜透析的患者中随机抽选100例，采用科学分组法，将100例患者分成对照组与研究组，通过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和强化自能护理，比较两组

患者疾病管理能力、机体容量状态的综合评分结果，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统计患者护理工作满意度。结果：研究组强化自能护理后，患者们

的疾病管理能力、机体容量状态综合评分结果明显优于常规护理干预的对照组；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达（95.49%），对照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仅有（72.01%）。结论：必须强化糖尿病肾病行腹膜透析患者的疾病管理能力，加强护理干预后，有效改善患者们的机体容量状态。

护理人员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丰富经验，提升了护理服务水平，更利于糖尿病肾病行腹膜透析患者的身体健康，在和谐护患关系的影响下，

期待医院真正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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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人严重合并症之一，随着人们生活

方式的改变、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糖尿病肾病发病率呈逐年上涨趋

势，为患者们提供有效的治疗干预，是医务人员们必须做好的重要工

作。糖尿病肾病患者腹膜透析过程中，应该提高疾病管理能力，不断

强化自能护理后，给他们机体容量状态的改善带入积极影响显得至关

重要。本次实验中主要分析了糖尿病肾病行腹膜透析患者疾病管理能

力、机体容量状态的变化中强化自能护理的应用效果，希望能为其他

护理人员有序推进护理管理工作提供有效参考，并且给各项诊疗计划

的高效实施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等，研究报告内容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0 例糖尿病肾病行腹膜透析的患者为自愿参与调查活动，家

属签署了知情同意书[1]。全部患者科学分组为：对照组男患者 32 例，

女患者 18 例，患者年龄在 38-71 岁之间，平均年龄（45.46±5.21）

岁；研究组男患者 37 例，女患者 13 例，患者年龄在 39-76 岁之间，

平均年龄（47.09±5.48）岁。排除恶性肿瘤者、心力衰竭者、精神

及语言功能障碍者等。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监测患者生

命体征的变化情况，协助患者完成常规检查、腹膜透析等，渗透语

言的鼓励以及情感的支持。研究组则强化自能护理，常规护理的基

础上添加： 

1.2.1 调查并了解不同患者对“糖尿病肾病”、“腹膜透析”相

关知识的认知情况，准确评估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制定出个性化

的护理管理方案，目标明确的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用药指导、心

理护理等，去除他们抵触治疗、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通过相关案

例的介绍，提高患者“自我保健”、“疾病管理”、“健康生活”的意

识，详细说明糖尿病肾病自护管理的注意事项，进一步提升患者们

腹膜透析以及自我管理的信心[2]。 

1.2.2 不断强化护理管理，沟通患者的同时做好家属的协调工

作。邀请家属参与到患者疾病管理能力的训练活动中，指导他们熟

练掌握“血糖监测”、“血压控制”的相关技巧等，多多给予患者亲

情的鼓励，促进他们身体健康的恢复。最好帮助患者改掉不健康的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等，叮嘱他们监测血糖的变化，合

理控制日常饮食、运动等。 

1.2.3 耐心解答患者、家属提出的各种疑问，告知他们“疾病

管理”的重要性，改善“机体容量状态”的必要性。定期组织科室

活动，同时加强宣传教育，使更多患者有机会学习“糖尿病肾病”、

“常见并发症”的知识，信心十足进行疾病的有效管理。 

1.3效果观察 

通过观察两组患者的实际病情，比较患者们疾病管理能力、机

体容量状态的综合评分结果。再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统计两组患者护

理工作的满意程度。使用专业软件 SPSS 21.0 处理各项数据、信息

资料。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用χ2进行检验，p<0.05

代表组间结果差异性有统计学的意义。 

2、结果 

2.1 关于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疾病管理能力、机体容量状态的

综合评分结果，可见下表 1： 

表 1：患者疾病管理能力、机体容量状态的综合评分结果 

组别 例数 疾病管理能力 机体容量状态 

对照组 50 79.45±6.60 52.53±3.09 

研究组 50 93.90±8.44 68.77±4.11 

χ2  3.3049 5.2231 

p  <0.05 <0.05 

2.2 对照组和研究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调查，可见下

表 2： 

表 2：患者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50 22（43.97%）14（28.04%）14（27.99%）36（72.01%）

研究组 50 36（71.69%）12（23.80%）2（4.51%） 48（95.49%）

χ2  6.1175 5.1428 5.1400 5.7113 

p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强化自能护理是针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行腹膜透析过程中，提升

认知水平、提高健康管理能力、重视血糖监测以及饮食健康的优质

护理管理模式。有利于糖尿病肾病患者治疗效果的优化，体现出护

理管理工作实际的存在价值[3]。广泛推广强化自能护理，对糖尿病

肾病行腹膜透析患者疾病管理能力、机体容量状态的改善有着重要

的意义，必须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不断进行护理内容的补充、管理

形式的更新，从而促进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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