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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在肾盂肾炎患者护理中对其生活质量的提升评价
阳　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10）

【摘　要】目的：在肾盂肾炎患者护理中采用健康教育护理干预的方式对其生活质量的提升评价进行分析。方法：随机抽取
在我院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肾盂肾炎患者 110 例，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
理的方式，试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健康教育护理干预的方式，对两者患者的生活质量、肾功能以及并发症的发生几率进
行对比。结果：通过对两组的生活质量以及并发症的发生几率进行对比发现，试验组这两个方面的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肾盂肾炎患者护理中采用健康护理干预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几率，有着较高的临床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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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盂肾炎的发病原因主要是因为机体受到致病菌感染，而
导致解剖结构出现了相关炎症。在临床中一般将其分为急性和
慢性两种类别，其中前者主要伴随着尿痛、发热以及腰酸背痛
方面的症状，并且会在常规的尿检中监测出患者的尿液中出现
一些细菌以及白细胞。而后者的情况通常是没有显性的临床现
象的，往往是由其他的病症导致的。现如今在临床中对这一病
症通常是采用药物进行治疗，而要想使得治疗的效果更为显著，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工作是有着一定的必要的，能够使得疾病
更快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本文将在肾盂肾炎患者
护理中采用健康教育护理干预方式对患者生活质量提高的效果
进行分析，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在我院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月肾盂肾炎患者

110 例，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各 55 例。其中对照组中男性 32 例，女性 23 例；年龄平均为
（49.1±2.2）岁。试验组中男性 33 例，女性 22 例；年龄平
均为（49.3±2.1）岁。其基础资料不具有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式，其中包含在患者入院后为

其提供舒适的住院环境；根据患者的性别以及年龄方面的差异
性为患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当患者有着行动不便的
情况存在时，为了提高尿流量，要求患者增加饮水量；对患者
进行定期的尿液检测；对一些处在妊娠期和月经期间的患者对
其进行个人卫生方面的关注；每日对患者进行翻身方面的协助，
让患者的家属能够掌握按摩的方法，对患者进行定期的按摩；
对患者进行注意个人卫生的叮嘱，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几率 [2]。

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常规护理中进行健康教育方面的强化，
具体方面如下：①在患者入院后，对患者的相关病例进行一个
全方面的了解，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和患者以及家属之间的沟通，
并且在和患者以及其家属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心理方
面的护理，进行一些成功案例的告知，提高患者对病症治疗方
面的信心，让患者能够对治疗的方式以及疾病的原理有着一个
较为直观的认知，消除患者由于未知而导致的畏惧心理。②对
治疗的整个流程以及整个治疗的效果进行细致的介绍，对患者
所出现的病情变化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和监测，对其每日的尿
液以及饮水的量进行定时的记录，让患者能够遵循药物的服用
要求进行严格的服药，在日常中进行一定的锻炼，提高自身的
免疫力。③在饮食方面对患者进行科学的指导，让保障患者在
淀粉以及糖类物质方面的摄入，保障机体运动所需要的热量和
营养，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蛋白质摄入方面的合理
安排，当患者出现严重的蛋白质尿时，要求患者在每日进行 70

至 80 克左右的蛋白质摄入，当患者出现了水肿以及高血压方
面的症状时，需要减少盐方面的摄入，对患者的体重进行定期
的监测。

1.3 观察指标
对患者出现的肾功能、并发症几率指标以及生活质量方面

的评分进行观察，并发症方面包含肾乳头坏死、肾周围脓肿、
感染性结石这几个方面。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在数据的处理中主要通过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的分

析，其中计数资料采用（%）表示，通过 X2 进行检验，计量资
料通过 t检验，P<0.05 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及肾功能指标对比
将两组的生活质量以及肾功能进行对比发现，试验组的各

方面指标都是明显优于对照组的，P<0.05，具体如下表 1。
2.2 并发症发生几率对比
试验组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具体如下表 2。
3 讨论
在进行肾盂肾炎患者的治疗中，不仅可以通过医院的常规

治疗，还能够采用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的方式，其中包括对敏
感菌的抗生素以及清利止痛的中成药和医护人员的护理方面，
其中还包括与患者以及家属之间进行密切交流的方式，在进行
治疗的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心理方面的疏导，让患者能够对病因
和治疗的方式有着一定的了解，消除患者对治疗的抗拒心理，
能够更为主动的配合医院方面的治疗。在进行健康教育护理干
预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多层次的展开，不能够只是采用一概而
论的方式，而是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健
康教育护理干预，让患者能够对治疗抱有积极配合的态度和对
医院的信息，在进行护理干预的过程中，需要患者能够在日常
中进行一定的锻炼，对生活的习惯进行科学的安排和规划，并
且帮助患者对康复有着足够的信心，降低患者的心理压力，从
而达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进行肾盂肾炎患者的治疗中采用健康教育护
理干预的方式，能很好的提高肾功能的各项指标，降低并发症
的发生几率，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信息，从而达到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的效果，具有良好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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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生活质量及肾功能对比表

组别 例数
肾功能

生活质量评分
尿蛋白（mg） 肌酐 (umol/L) 尿素氮（umol/L）

试验组 55 477.2±34.8 63.1±2.5 7.1±2.2 90.2±5.1
对照组 55 1035.1±52.1 77.2±3.5 8.7±3.6 77.1±5.2

t 66.037 24.311 2.812 13.339
P P<0.05 P<0.05 P<0.05 P<0.05

表 2 两组并发症对比表

组别 例数 肾乳头坏死 肾周围脓肿 感染性结石 并发症发生率（%）
试验组 55 1 2 1 4（7.2）
对照组 55 4 5 5 14（25.4）

X2 6.6425
P 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