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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激励式心理护理对青年血透患者生理心理应激状

态的影响 

梁  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肾内科 

【摘  要】目的：探讨激励式心理护理对青年血透患者生理心理应激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在我院肾内科治疗的青

年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进行随机分类，分别分为对照组和激励组，每组各 40 例。激励组在完成对照组血液透析护理常规护理外，实

施了多方面激励心理护理干模式，一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生理应激指标和心理应激情况。结果：观察组的心率、收缩压和舒张压、血氧饱和度均小于对

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焦虑和抑郁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护理干预后，对照组焦虑、抑郁得分明显高于观察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激励式心理护理对青年血透患者生理心理应激状态有着积极的影响，能够降低透析前后生理应激指标；

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从而能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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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血透室的患者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不良的生活作息，

没有规律的饮食习惯，高糖、高脂肪的食物慢慢侵蚀着青年人的身体。

青年血液透析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而

现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质量却都需要依靠透析治疗来维持，对于血透患

者来说，中断血透就等于结束生命，而长期的透析会引起许多并发症，

各种因素交接在一起，导致他们出现各种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如何

减轻青年透析患者的负性心理状态尤为重要[1]。激励式心理护理是以激励

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参与、生理、心理 3 个方面给予患者指导，从而提

高患者治疗积极性，促进康复[2]。我院对青年透析患者实施激励式心理护

理已取得一定效果，现以我科近 80 例青年血透患者进行分组对比研究，

旨在观察激励式心理护理对青年血透患者生理心理应激状态的影响，现

将研究过程及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在我院肾内科治疗的青年透析患者

为研究对象。病例选择标准：（1）诊断符合《实用内科学》［3］中的慢性肾

衰终末期；（2）年龄 18～40 岁；（3）正规维持性透析 3 个月以上，每周

行 2～3 次规律性透析治疗。排除标准：（1）存在语言功能障碍；（2）合

并具有恶性肿瘤；（3）存在心脑血管重度病变；（4）近期内进行肾移植

等可能无法完成本调查全过程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进行随机分类，

分别分为对照组和激励组，每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透析时间、

原发病、肾功能、文化程度、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激励组在完成对照组血液透析护理常规护理外，实施了多方面激励

心理护理干模式，具体如下：（1）目标激励：为入组的每位患者建立研

究档案，记录患者透析前后的基础数据并设定健康目标，内容包括健康

生活行为、干体重控制情况及实验室检查数据。对于达到目标的患者进

行奖励，并鼓励他们向其他透析患者分享自我管理经验。（2）参与激励：

没有参与就没有积极性。科室可定期举行病友座谈会，宣讲关于血液透

析相关的医疗知识，听取其他患者的意见和建议，并对要改进的工作流

程和护理方法及时反馈。使让病员们有参与某些重大事项的决策的积极

性，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同时鼓励家属多陪在患者身边，在每次透析

时都参与到患者整个治疗中，从而缓解患者不安的不良情绪。（3）荣誉

激励：通过发奖状、证书或者使用赞扬的头衔、名号等换来患者的认可

感，从而激发患者对健康生活的积极性。（4）信任激励：信任能产生很

强的激励作用，尤其对于专业的护理工作者来说，信任激励的效果更加

突出[4]。研究组的护士研究时首先要了解患者的所思所想、他们内心的需

求；在工作时需要优秀的品格、熟练的操作技能、温和的言行都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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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才能真正获得青年透析患者的信任。多数青年透析患者出现抑郁、烦

躁情绪，是由于治疗费用紧张、在日常生活的质量受到影响所致。护理

人员要有耐心的安抚患者，要鼓励患者正确认识、积极面对、接受。通

过增强护患之间的情感交流，优化协调护患之间的关系，使患者获得情

感的满足。（5）自我价值激励：青年透析患者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间，

除了病人角色之外，他们作为家庭、社会的角色功能更希望能够得到满

足。因此研究者鼓励患者找到自己的内在价值与生活的意义，患者才会

真正为了规范治疗而积极努力，发挥自己的最大力量。对于病情稳定长

期透析的青年血透患者来说，在治疗安全的情况下，鼓励患者回归社会

参加工作，对社会和家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是获得内心的满足的

一种方式。 

1.3 观察指标 

（1）生理应激指标：一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前后心电监护仪监测患

者心率、舒张压、收缩压以及血氧饱和度的相差分。 

（2）心理应激情况：护理干预前后采用（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

对患者进行评估[5]。 

1.4 统计学分析 

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对此次研究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 sx  ）表示，两组比较结果予以 t 验证，计数资料用[n（%）]表来表

示，两组比较结果予以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中生理应激指标，见表 1。 

表 1  两组心率、血压与血氧饱和度评分比较（x±s） 

组别 n 
心率（次/

分） 

收缩压

（mmHg） 

舒张压

（mmHg） 
血氧饱和度（%）

对照组 35 18.81±2.31 27.41±3.78 11.54±2.33 1.18±0.24 

观察组 35 10.39±3.12 19.12±3.11 6.28±1.24 0.51±0..21 

t 值  19.400 15.148 17.825 7.141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心理应激情况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得分比较（ sx  ，ｎ＝３５，分） 

干预前 干预后 
组别 

SAS SDS SAS SDS 

观察组 ５２.６８±１２.５２ ５６.２４±１１.０3 ３５.６４±７.５８ ３７.５３±９.６１

对照组 ５１.９６±１１.３５ ５４.９２±１２.２６ ４２.３８±８.１１ ４０.７３±１１.２８

t 0.712 0.664 -5.391 8.537 

P 值 0.394 0.183 ＜0.001 ＜0.001 

3 讨论 

本是朝气蓬勃的时期，却不得不定期奔走于医院，身患一种不能得

到根治，永远无法康复的重病，因此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自由的享受

生活，患者们心理备受煎熬，情绪失控，负面情绪严重，对未来失去了

信心[6]。因此，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帮助青年患者调整心理状态，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治疗依从性，是护理工作的重中之重[7]。激励式心理

护理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方案，其可激发护理对象健康护理意识，提高患

者疾病管理能力，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整形手术等，

护理效果较佳[8]。但长期依靠一种方式必然会失去激励作用，研究者要尝

试组合使用多种激励方式，才能产生持久的激励效果。本研究可以看出，

激励式心理护理对青年血透患者生理心理应激状态有着积极的影响，能

够降低透析前后生理应激指标；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从

而能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这是因为在开展激励教育的同时，个

体的健康素养及自我护理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形

成了更好的认知，自身积极参与疾病的管理过程，从而寻求正确的生活

方式，进而提高了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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