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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研 究

叙事护理在肾脏内科护理工作中的临床应用效果分析
余　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重庆　401120）

【摘　要】目的：分析叙事护理在肾脏内科护理工作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108 例肾脏内科接收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
机分为 2 组，纳入时间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分别施予常规护理（对照组）、叙事护理（实验组），分析应用效果。结果：
护理前，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 P ＞ 0.05。护理后，实验组较低，P ＜ 0.05。护理后，两组生活质量提高，实验组较高，P ＜ 0.05。
结论：叙事护理在肾脏内科护理工作中的临床应用效果体现在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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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内科接收的主要为患有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间

质性肾炎、肾衰竭等疾病的患者，此类疾病具有病情复杂、病

程长、治疗费用高等特点，给患者家庭带来一定负担，导致部

分患者在就诊过程出现焦虑、烦躁等心理，影响治疗效果，同

时对机体平衡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加强护理干预十分必要 [1]。

叙事护理过程护理人员通过倾听患者倾诉，发现护理要点，从

而实施有效护理干预 [2]。本文就叙事护理在肾脏内科护理工作

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研究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8 例肾脏内科接收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 2

组，纳入时间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对照组男女比例

29:25，年龄 34 ～ 70（53.27±3.53）岁，疾病类型：肾病综

合征 10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 17 例，糖尿病肾病 18 例，其他 9

例；实验组男女比例 30:24，年龄 35 ～ 70（53.30±3.51）岁，

疾病类型：肾病综合征 11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 16 例，糖尿病

肾病 17 例，其他 10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 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分别施予常规护理、叙事护理。对照

组：叮嘱患者保持良好的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阐释

肾脏内科疾病的特点，可借助微信公众号推送肾脏内科疾病相

关知识。实验组：（1）组建叙事护理小组。包含主任医师1名、

护士长1名，责任护士4名，主任医师参与叙事护理方案的制定，

护士长对方案实施进行监督。（2）查阅文献制定叙事护理方案，

形成初稿后询问相关领域的专家谈论方案的科学性及可行性，

进一步完善。（3）实施叙事护理干预。①讲述与释疑。结合

患者性格及受教育程度，采取半结构访谈方式进行健康宣教，

引导患者以正确的态度面对自身疾病，肾脏内科疾病病情复杂，

强调配合主治医师治疗的重要性，否则将发展为肾脏病末期，

将严重影响生存质量。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者神态、意识，多

询问患者主观感受，保证护理工作的持续性。②问题外化。通

过视频播放使患者了解治疗的方法及目的，强调放松心态的重

要性，结合医院管控情况拟定探视管理制度，对于年龄较高的

患者进行重点看护。③寻找例外故事。护理人员与患者交流过

程引导其寻找心情放松的方式，如与好友交谈、与儿孙嬉戏玩

耍。④畅想未来。讲述治疗后康复的病例，引导患者想象康复

后不再受疾病困扰的心情，鼓励患者自由畅想，使患者感受到

康复生活质量提高的幸福感，从而使内心发出为之努力的决心。

1.3 观察指标

（1）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采用 Zigmond 和 Snaith

编制的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评价，0~7 分无焦虑抑郁症状，

8~10 疑似存在焦虑抑郁症状，11~21 分存在焦虑抑郁症状 [3]。

（2）生活质量。采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QOL-BREF）

评价，评分高生活质量高 [4]。

1.4 数据统计分析

软件 spss24.0。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行 t 检验，P

值以 0.05 为临界值。

2 实验结果

2.1 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对比

护理前，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 P ＞ 0.05。护理后，实

验组较低，P＜ 0.05。表 1

表 1 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对比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实验组（n=54） 9.56±1.02 7.67±1.34 9.44 ＜ 0.01
对照组（n=54） 9.63±1.06 8.87±1.66 2.62 0.01

t 0.35 4.13

P 0.73 ＜ 0.01

2.2 生活质量对比

护理后，两组生活质量提高，实验组较高，P＜ 0.05。表 2

表 2 生活质量对比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实验组（n=54） 69.78±8.87 81.23±8.64 6.80 ＜ 0.01
对照组（n=54） 69.86±8.64 75.57±8.40 3.48 ＜ 0.01

t 0.05 3.45

P 0.96 ＜ 0.01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作息方式的改变，肾脏疾病发病率明显升高，

肾脏疾病患者多为中老年人，治疗难度较高。目前受医疗水平

的影响，护理工作质量尚存在一定缺陷。叙事护理是一种新型、

追求个性化的护理方法 [5]。数据显示，护理前，两组焦虑、抑

郁评分对比P＞0.05。护理后，实验组较低，P＜0.05。护理后，

两组生活质量提高，实验组较高，P ＜ 0.05。叙事护理通过问

题外化、寻找例外故事、畅想未来等方法使肾内科患者正视疾

病，实现自我认同及生命意义重构，改善负性情绪，增强信心。

综上，叙事护理在肾脏内科护理工作中的临床应用效果体现在

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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