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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个案管理优势模式对接受居家腹膜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衰竭患者的影响。方法：将 60 例接受居家腹膜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衰

竭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开展时间在 2018 年 3 月~2020 年 3 月。将患者分为两组小组，一组患者接受个案管理优势模式，记录为观察组（n=30），

另外一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为对照组（n=30）。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情况。结果：护理前两组生活质量差异不大（P＞0.05），护

理完成后观察组各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居家腹膜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衰竭患者采取个案管理优势模式，可以有效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于患者的病情控制、治疗依从性的提升，均有益处，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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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竭是临床常见疾病，这类患者往往需要长时间的透析

治疗来帮助身体进行代谢，也有部分患者选择均价腹膜透析的方

式，在家中自行控制病情[1]。但同时也要注意，部分患者对于慢性

肾功能衰竭、腹膜透析等的病理知识知晓度不够，自主护理管理能

力也较差，需要针对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实施个案管理的方式，

让每个患者能更好的进行腹膜透析治疗[2]。此次研究即纳入 60 例居

家腹膜透析的慢性肾衰竭患者进行分组观察，采取不同的管理方

式，对比探究个案管理优势模式对接受居家腹膜透析治疗的慢性肾

衰竭患者的影响，详细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开展本次研究，观察对象为接

受居家腹膜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衰竭患者，一共 60 例。通过动态随

机化分组的方式，在保证公平、随机的基础上，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30 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比女性多 2 例，分别为 16 例

和 14 例，这组患者的年龄分段为 63~79 岁，计算平均年龄值为（71.5

±2.3）岁；在 30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性和女性患者的病例数相同，

均为 15 例，纳入的患者年龄在 62~80 岁，计算得到患者的平均年

龄在（71.2±2.5）岁。通过统计学分析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基础资料

后得到 P＞0.05，差异不大。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采取个案管理优势模式。建

立个案管理小组，每个组员对于慢性肾衰竭、腹膜透析有详细了解，

然后取得每个患者的联系方式，定期与患者进行连续，通过电话、

微信、定期走访等方式，了解记录患者的病情进展，每日尿量、透

析情况等等。并且在护理管理的过程中，要凸显个体的优势，多多

鼓励患者自主配合腹膜透析治疗，发现患者的个人优势，与患者建

立起良好的关系，让患者积极学习有关居家腹膜透析的知识，并努

力改变自身的不足之处，长期以往改变患者的生活习惯、治疗依从

性等。个案管理的过程中，要强调患者的个案独立性，为每个患者

拟定目标计划，让患者在护理人员的协助下，朝着目标进行自我完

善。 

1.3 观察指标 

生活质量：在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前后，调查患者的生活质量

评分情况，根据 SF-36 量表[3]中的内容，由患者自身和护理人员客

观评价的方式，综合性评估患者的各项生活指标，并对比两组间的

差异。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19.0 处理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合直接概率法校正

检验卡方值（X² ），比较两组的计数资料（%）；再通过检测 T 值

来对比分析两组的计量资料（ sx ± ）差异，最终评定指标为 P

值，满足 P＜0.05 的项目即具有显著差异。 

2.结果 
根据生活质量评价表的得分来看，在护理干预前，患者的生理

机能、社会功能等，均较差，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差异也不大（P＞

0.05）；在护理干预指导下，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精神、心理、

机体状况，均有一定提升，并且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评分结果，

P＜0.05，差异显著，见表 1. 

表 1.干预前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生理机能 社会功能 精神健康 组别（n=30）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4.8±2.2 80.2±2.7 55.2±2.1 81.4±2.4 54.4±1.8 80.8±2.5 

对照组 55.1±2.3 68.8±2.5 55.5±2.3 69.3±2.3 54.8±1.7 68.4±2.2 

T 0.4344 6.0942 0.7687 8.8707 0.3767 9.409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个案管理优势模式的实施，针对居家腹膜透析治疗慢性肾衰竭

的患者来说，脱离传统的宣教、管理方式，而是将患者视为独立的

个体，发现患者的优势，并加强对患者的鼓励与引导，潜意识中让

患者树立起对抗疾病的信心，也能让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有所改善。

本次研究对 60 例居家腹膜透析的慢性肾衰竭患者进行分组实验，

结合数据分析，在个案管理优势模式下，患者的生活质量个评分明

显更优，护理管理实施的效果较好。 

综上所述，对居家腹膜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衰竭患者采取个案管

理优势模式，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于患者的病情控制、

治疗依从性的提升，均有益处，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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