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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慢性肾功能衰竭是肾内科的常见病，多是由各类肾

脏疾病引起的肾功能不可逆、进行性衰竭，长久下去可

导致肾功能全部丧失。血液透析是治疗慢性肾衰的主要

方法，能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命质量。血液

透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一

些并发症，影响生活质量。加上患者承受巨大的经济压

力和心理压力，也会影响生活质量和透析效果。良好的

护理服务有助于提高血液透析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1]。本研究选取 2020 年 4 月— 2021 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血液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衰竭患者为对象，以对照分析

方式探析认知行为护理干预的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 100 例对象来自我院 2020 年 4 月— 2021

年 12 月诊治患者，纳入标准：（1）符合慢性肾功能衰竭

的诊断标准。（2）年龄 18 ～ 79 岁。（3）血液透析时间

＞ 3 个月，血液透析频率为 2 ～ 3 次 / 周。排除标准：（1）

低血压、休克以及伴有严重透析并发症者。（2）合并严

重心肺功能不全、感染疾病、出血疾病、精神疾病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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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3）中途退出研究者。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

会审核批准。将筛选后的 100 例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

共 有 50 例， 年 龄 36 ～ 75 岁， 平 均（55.18±9.25） 岁；

透析时间 4 ～ 45 个月，平均（23.11±5.43）个月。观察

组 50 例，年龄 40 ～ 75 岁，平均（56.32±9.42）岁。两

组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者

生命体征及病情变化，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慢性肾衰竭

及血液透析相关知识，说明注意事项，嘱患者严格遵医

嘱用药，并根据患者病情调整护理方案 [2]。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认知行为护理：

①心理干预：护理人员积极与患者沟通，观察其心理变

化，给予针对性心理疏导，通过播放轻音乐等方式转移

患者注意力，使其保持冷静。对焦虑、抑郁者，邀请透

析治疗后身体状态恢复良好的患者分享经验，以打消顾

虑，增强治疗信心，减轻焦虑及抑郁情绪 [3]。②认知干

预：为患者制定个体化健康指导计划，围绕慢性肾衰竭

发生机制、危险因素控制方法、调整及维持健康心态、

血液透析目的及意义，指导患者及时发现问题，管理自

身情绪等，提升患者对疾病及透析的认知水平 [4]。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干预前及干预 3 个月后负性情绪、生活质

量及自护能力改善情况。采用焦虑自评量表评估焦虑状

态，共 20 个项目，按 4 级评分。总分 50 ～ 59 分为轻度

焦虑，60 ～ 69 分为中度焦虑，＞ 70 分为重度焦虑，得

分越高焦虑越严重。采用抑郁自评量表评估抑郁状态，

共 20 个项目，按 4 级评分。总分 53 ～ 62 分为轻度抑郁，

63 ～ 72 分为中度抑郁，＞ 73 分为重度抑郁，得分越高

抑郁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量数据以

（x±s）表示，采用 t 检验；定性数据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均无显著差异，两

组干预后均较干预前降低（P ＜ 0.01），且观察组低于对

照组，见表 1。

2.2 两组患者自护能力比较

观察组遵医嘱用药、合理饮食、对血液透析及并发

症正确认知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

数

焦虑 抑郁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0 64.81±6.14 51.76±4.93 63.77±5.42 49.88±4.06

对照组 50 65.63±6.05 57.93±5.28 63.52±5.27 56.13±4.71

t 0.54 4.83 0.19 5.69

P ＞ 0.05 ＜ 0.01 ＞ 0.05 ＜ 0.01

表2　两组患者自护能力比较[例（%）]

组别 例数
遵医嘱

用药

血液透析正

确认知

并发症

正确认知
合理饮食

观察组 50 44（88.00）42（84.00）48（96.00）47（94.00）

对照组 50 33（66.00）28（56.00）23（46.00）40（80.00）

χ2 7.82 6.49 7.05 8.89

P ＜ 0.01 ＜ 0.05 ＜ 0.01 ＜ 0.01

3　讨论

我国慢性肾功能衰竭发病率为 9% ～ 11%。随着透

析技术及方案的不断完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存

时间也相应延长，并且随着医学模式的逐渐转变，生存

率已不再是评价疗效的唯一指标，改善透析患者的生活

质量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改善慢性肾功能衰竭血透

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是一个连续性与复杂性过程。认知

行为护理干预的护理人员通过对患者进行慢性肾衰竭以

及相应治疗方式等方面的普及，使患者逐步掌握自我护

理能力，进而可提升患者治疗过程中面对疾病的信念，

促进病情恢复。病情的不稳定及接受透析治疗的不适感

均可导致患者对自身及疾病产生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患

者的治疗进程。研究发现，慢性肾衰患者缺乏治疗信心

主要与对疾病及治疗进程缺乏有效认知有关。认知行为

护理干预通过为患者设定不同阶段的治疗目标和预期效

果，使患者对整个治疗过程及自身恢复程度有一定掌握，

进而可树立信心，促进病情恢复。同时此种干预方式注

重培养患者独立的护理技能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提升

患者的独立生活技能，进而提升生活质量 [5]。

近年来随着血液净化技术的发展，慢性肾衰血液透

析患者得到有效治疗，提高了生活质量。但是透析治疗

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且患者长期规律性的血液透析治疗，

可能出现一些相关并发症，影响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生活

质量。而有效的护理服务能降低透析风险，提高透析治

疗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抑

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遵医

嘱用药、合理饮食、对血液透析及并发症正确认知 4 项

自护能力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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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慢性肾衰行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开展认

知行为护理干预效果肯定，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提高

透析治疗效果，改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马煜，贾琳琳，刘滢 . 认知、情绪和行为护理干

预对肾内科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 [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9，13（4）：182-184.

[2] 缪阿凤 . 认知行为护理对肾内科血液透析患者生

活质量与睡眠质量的影响 [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9，16

（15）：73-74.

[3] 赵淑秋 . 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对慢性肾衰竭血液

透析患者肾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J]. 中国当代医药，

2019，26（5）：241-243

[4] 周桂凤 . 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对慢性肾衰竭血液透

析治疗患者肾功能、焦虑抑郁情绪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J].

中国当代医药，2019，25（35）：203-205.

[5] 李学娟 . 认知行为护理对慢性肾衰血液透析治疗

患者肾功能、生存质量的影响研究 [J]. 首都食品与医药，

2019，26（24）：165-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