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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人文关怀在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抽取 64 例行血液透析的糖尿病肾病患者，应用抽签法进

行分组，两组患者均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加用人文关怀，对比组间生活质量评分差异。结果：实验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21.38
±1.54）分、（21.76±1.47）分、（22.13±1.19）分和（21.82±1.43）分，要高于对比组的（20.28±1.65）分、（20.44±1.38）分、（20.96±

1.54）分和（20.36±1.62）分，P﹤0.05。结论：在行血液透析糖尿病肾病患者护理中加用人文关怀，能够帮助患者疏导负性情绪，对血液

透析的顺利进行有着促进作用，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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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身体器官组织会逐渐受到损

害，引发多种并发症，糖尿病肾病便是其中较严重的一种。目前，

糖尿病肾病已成为终末期肾脏病的第二位原因，不仅对患者的身体

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还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1]。我院为提升

糖尿病肾病患者生活质量，对不同护理方案下行血液透析治疗的糖

尿病肾病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差异进行了比较，现总结相关研究资料

及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此项

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可随时退出研究。抽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间因糖尿病肾病在我院行血液透析治疗的 64 例患者进行临

床研究，所有患者均应用抽签法分为实验组和对比组，每组 32 例。

实验组男女比例为 18:14，平均年龄（59.83±3.17）岁；对比组男

女比例为 17:15,平均年龄（60.17±3.15）岁。经统计学软件验证组

间一般资料数据差异发现无意义，P﹥0.05，符合本研究中各项观察

指标的比较标准。 

1.2 方法 
两组患者行常规护理。首先，护理人员应当在血液透析前向患

者进行健康知识宣教，扭转患者的错误认知，帮助患者明确血液透

析的重要性，安抚患者的负性情绪，提升患者依从性。其次，治疗

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当不断与患者进行交流，转移患者的注意力。最

后，治疗结束后护理人员应当向患者进行常见不良反应的宣教，指

导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维持血糖水平。 

实验组患者在上述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人文关怀。首先，医护

人员应当注意自身的行为举止，在于患者进行交流时应注意方式方

法，通过温馨阳光的行为举止予以患者一种安全感，使患者感觉到

被尊重，降低患者的心理负担，避免治疗效果受到影响。其次，医

护人员在同患者进行交流时应当不断予以患者鼓励，通过列举实例

的方式激发患者的治疗信心，帮助患者调节抑郁、消极等负面情绪，

使患者能够勇敢面对疾病。在进行透析穿刺时，护理人员应当保证

一次穿刺成功率，若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并发症应当及时稳定其负

面情绪，并通知医生进行处理。最后，医护人员应当指导家属予以

患者关心，增加陪伴患者时间，通过亲情的力量激发患者的生活希

望。并告知患者下次透析治疗时间，叮嘱患者按时服药，保持良好

的生活习惯[2]。 

1.3 评定标准 
两组患者护理后均应用生活质量调查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该量

表采用百分制，分为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四

部分，分数同患者生活质量呈正比。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差异进行验证比较，软

件版本为 SPSS 20.0，计数指标差异采用 X2 进行检验，生活质量评

分等计量指标则采用 t 进行检验，检验后对统计量及相对应的 P 值

进行计算，若 P 值小于 0.05 则表示组间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经统计学软件验证组间各项生活质量评分数据差异后发现，实

验组患者护理后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要高于对比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比较 (`x±s)分 

组别 n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实验组 32 21.38±1.54 21.76±1.47 22.13±1.19 21.82±1.43 

对比组 32 20.28±1.65 20.44±1.38 20.96±1.54 20.36±1.62 

t  2.7570 3.7034 3.4007 3.8221 

p  0.0077 0.0005 0.0012 0.0003 

3 讨论 
人文关怀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型护理干预措施，该模式将

“以患者为中心”作为核心原则，通过在日常护理中予以患者全面

的关心、关注，使患者感受到之中受尊重感，有效提升了患者的治

疗信心，使患者能够勇敢面对病魔，从而达到了增强治疗效果的目

的[3]。在本研究中，加用人文关怀的实验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要

高于单一行常规护理的对比组（P﹤0.05）。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证

明了人文关怀在行血液透析治疗的糖尿病肾病患者护理中的优质

效果。相较于常规护理，人文关怀能够通过对患者的生存价值和尊

严进行肯定，使患者予以护理人员一种认同感，在拉近护患关系的

同时有效增强了治疗效果，从而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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