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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病患者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黎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对慢性肾病患者心理状态进行分析并总结对应的影响因素。方法：以本院在 2021年 1月至 2022年 6月
所收治的慢性肾病患者中选取 100例为对象，作为本次研究观察组，选择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者 100例，作为对照组。

均按照 SCL-90症状自评量表展开对应评估。并对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结合对两组对象症状自评

量表对比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在抑郁、焦虑、人际化、偏执、恐怖等维度的评分与对照组均存在有明显的差异，P<0.05。
影响慢性肾病患者心理状况的因素包括患者自身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年龄、复发、患病时间以及医保等。结论：通过

本次调查可以发现，慢性肾病患者负面心理较为严重，且影响患者心理状况的因素较多，为促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心理状

态得到改善，需结合患者特点及时开展针对性疏导，缓解患者负面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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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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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summarize the corresponding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is study, and 100 patients who had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at the same tim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SCL-90 Symptom Checklis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nalyz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symptom self rating sca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interpersonal, paranoia, terror and other dimensions (P<0.05).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clude their own education level,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ge, recurrence, time of
illness and medical insurance. Conclusion: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negative psychology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s relatively serious, and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targeted counsel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im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psychology of patients.
Keywords: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慢性肾病在临 床一 直保持有较高的发生率，且 存在有较

大的治疗难度，病症的诱发因素较为 复杂，结合临 床近几年

的接诊情况可以 发现，在多方面因素的作 用下 ，慢性肾病患

者的数量存在有持续上 升的趋势，且 病症存在有迁延不 愈的

情况，对患者健康以 及日常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均较大[1]。

因该部分患者治疗周期较长，在病症长时间的影响下 ，难免

会促使患者存在有较大的心理压力，会在一 定程度上 影响到

患者恢复。 为 有效改善慢性肾病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心理状态，

更需要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疏导。 本次研究就

侧重对慢性肾病患者的心理状况以 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资料

以 本院在 2021年 1月至 2022年 6月所收治的慢性肾病

患者中 选取 100例为 对象，作 为 本次研究观察组，选择同期

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者 100例，作 为 对照组。均按照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展开对应评估。 在研究对象组成方面，对照组

中 包括男性 55例，女性 45例，年龄分布在 43-78岁间，对

应均值为 （61.22±1.38）。 而观察组中 则存在有男性 54例，

女性46例，年龄分布在42-79岁间，对应均值为（62.01±1.74）。
对比两 组年龄段以 及性别比，无差异，P>0.05。 观察组患者

至我院进行诊断后均确诊为 慢性肾病。 本次两 组研究对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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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认知功能性障碍，无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 慢性疾病。

1.2方法

按照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两 组对象心理状态进行评估，

以 SCL-90症状自评量表进行分析，需要对患者人 际关系、

躯体化、强迫症状、敌对性、偏执、焦虑、抑郁等方面进行

评估，单个 维度评分区间为 1-5分，得分越高则表明调查对

象症状越严 重。 且 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 ，由护理人 员逐一 对

调查对象进行问卷发放，且 告知两 组对象本次调查的目的，

指导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如实进行填写，且 家属以 及其他

人 员不 得干预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共计发放 200 份 ，均

准确回收，问卷调查有效率为 100.00%。
1.3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 需对观察组对象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并分

析两 组调查对象在 SCL-90症状自评量表评分上 的差异，分

析影响观察组对象心理状况的因素。 且 本次问卷调查所得到

的数据由本院具备 3年以 上 临 床护理经验护理人 员共同进行

汇总与 分析，排除统计遗漏或者统计错误的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 的各方面数据都借助 SPSS20.0进行分析，

按照均值±标准差对计量数据表示，t检测，百分数对计数数

据表示，卡方检测，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观察组患者基本信息统计

结合对观察组对象基本信息统计可以 发现，本组患者中

50岁以 上 患者居多，其中 64例患者年龄在 50岁以 上 ，最高

为 79岁，36例年龄在 50岁以 下 。 在文化程度方面 34例为

初中 以 下 文化，16例为 初中 文化，25例为 高中 文化，其余

为 大专 及以 上 文化。 在家庭人 均收入方面 67例患者人 均月

收入在 5000元以 下 ，5000-8000元/月为 20例，其余在 8000
元以 上 。 在患病时间上 ，1年以 下 为 24例，1-3年为 58例，

其余为 3年以 上 。

2.2 两 组对象 SCL-90症状自评量表评分统计

结合对两 组对象症状自评量表对比可以 发现，观察组患

者在抑郁、焦虑、人 际化、偏执、恐怖等维度的评分与 对照

组均存在有明显的差异，P<0.05，详见下 表 1。

表 1 两 组对象 SCL-90症状自评量表评分统计（ sx  ）

组别 例数 躯体化 强迫 人 际化 焦虑 抑郁

观察组 100 1.84±0.33 1.89±0.22 1.85±0.24 2.05±0.24 2.14±0.17

对照组 100 1.32±0.22 1.43±0.18 1.41±0.21 1.36±0.18 1.42±0.13

t - 5.472 6.052 7.085 6.728 6.889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1 两 组对象 SCL-90症状自评量表评分统计（ sx  ）（续）

组别 例数 偏执 精神病性 敌对性 其他 总均分

观察组 100 2.12±0.22 1.98±0.18 1.92±0.32 2.58±0.22 2.31±0.12

对照组 100 1.57±0.17 1.52±0.23 1.47±0.17 1.43±0.31 1.62±0.15

t - 6.172 7.052 7.172 6.857 7.828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观察组患者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统计可以 发现，影响慢性肾病患者心理状况的因素

包括患者自身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年龄、复发、患病

时间以 及医保等，详见下 表 2。
表 2 观察组患者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sx  ）

组别 β SE X2 P OR 95.00%CI

经济条件 0.685 0.324 12.252 0.001 3.172 1.672~2.141

患病时间 0.728 0.278 11.728 0.001 3.005 1.714~3.005

文化程度 0.824 0.427 10.552 0.001 2.972 1.872~4.325

年龄 0.534 0.382 13.128 0.001 3.172 1.917~4.214

复发 0.617 0.292 12.072 0.003 2.672 1.872~3.325

医保 0.527 0.273 10.528 0.002 2.527 1.864~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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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慢性肾病为 当前临 床最为 常见的病症，在中 老年群体中

一 直保持有较高的发生率，且 结合目前临 床的实际接诊情况

可以 发现，该部分患者的临 床数量正以 较快的速度在增加，

对于 慢性肾病患者的治疗一 直属于 临 床研究的重点。 从 目前

临 床的接诊情况可以 发现，该症存在有久 治不 愈，进行性恶

化的特点，多数患者伴随存在有全身多系统病变的情况，病

症多较为 严 重[2]。 且 病症长时间的影响下 ，该部分患者多数

存在有不 同程度的负面心理，心理压力较大，多表现为 焦虑、

紧张等，过于 严 重的心理压力，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恢复，

更会降低患者与 各方面治疗、护理操作 的配合性[3]。 因此，

为 保障临 床对慢性肾病患者的综合治疗效果，更需要结合患

者的心理状态进行针对性的干预，了 解影响患者心理状况的

因素，促使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 可以 保持相对较为 乐 观的心

理。

结合本次调查可以 发现，与 健康群体相比，慢性肾病患

者心理状态较差。 导致该部分患者存在有较大的心理压力的

因素较多。 因慢性肾病的病症周期较长，需要患者长时间进

行治疗，且 部分尿毒症患者更需要进行透析治疗。 且 在治疗

的过程中 更可能伴随出现其他 的并发症，对患者健康造成进

一 步的影响。 该部分患者在日常治疗的过程中 ，受到病症本

身的影响以 及其他 治疗操作 的刺激等，会促使患者心理压力

增加。 同时，该部分患者出于 对自身恢复情况的担忧，同样

会促使其心理压力增加。 结合系统性分析可以 发现，影响慢

性肾病患者心理状况的因素主 要表现为 患者自身文化程度、

家庭经济状况、年龄、复发、患病时间以 及医保[4]。 文化程

度相对较高的患者，结合多渠道对于 病症的理解等，可以 对

慢性肾病形成较为 科学的认识。 包括病症的诱发因素，临 床

研究进展以 及当前自身主 要的治疗方案等。 而文化程度相对

较低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 通常不 愿意主 动的对自身病症

的特点进行了 解，对于 各方面治疗操作 的目的等同样缺乏 认

知，促使其担忧、畏惧等心理压力增加。 同时，因病症的治

疗周期较长，受到患者自身家庭经济条件 的影响，患者在治

疗的过程中 的治疗费用相对较高，尤其部分需要定期进行血

液透析治疗的患者，其医疗费用较大[5-6]。 出于 经济层面的压

力或者患者顾虑到自身病症会给家庭造成较大的负担，同样

会促使其心理压力进一 步增加。 此外，从 年龄层面分析可以

发现，50岁以 下 患者所存在的心理压力更大，因该部分群体

所承担的家庭责任 以 及社会责任 相对较大，在治疗的过程中

极为 关注自身的恢复情况，促使其保持有较为 严 重的抑郁、

焦虑等心理。 此外，因慢性肾病存在有久 治不 愈的特点，在

反复发作 的影响下 ，同样会促使患者的心理压力增加。 且 患

病时间越长的患者存在的心理压力明显高于 患病时间相对

较短的患者[7-8]。 此外，部分患者因未购买 医保，在进行治疗

的过程中 存在有医保范围内的药物无法报销的情况，在该因

素的影响下 ，会促使未购买 医保患者的心理压力进一 步增加。

结合本次系统性调查研究，为 促使慢性肾病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 的心理状态可以 得到有效的改善，更需要结合影响患

者心理状态的因素为 患者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达到纠正

患者心理状态的目的[9]。 首先，需要及时为 患者开展科学的

健康宣贯，采用患者容易理解的方式为 患者进行病症知识的

讲解，包括当前临 床的主 要治疗措施，对于 该症的研究进展，

患者当前的恢复情况等[10]。 同时，更需要结合患者的心理状

态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告知患者当前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等，引导患者将内心压力进行倾诉，并指导患者家属等给与

患者足够的鼓励与 支持，帮助患者建立自信心[11-12]。 同时，

可以 指导患者和部分恢复较好的患者进行交 流，通过指导患

者之 间相互 交 流的方式，达到改善患者心理状态的目的。 且

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 ，尽量选择医保范围内的药物进

行治疗，并尽量为 患者争 取其他 方面的医疗支持，达到减少

患者经济压力的作 用。

综合本次研究，慢性肾病患者多存在有较大的心理压力，

且 促使患者心理压力增加的因素较多，患者长期处在负面心

理压力的作 用下 ，会降低患者治疗期间的生活质量，更会影

响到患者恢复。 在实际治疗的过程中 更需要结合患者的心理

状态给与 患者针对性的心理支持，促使患者的心理状态可以

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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