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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血液透析是治疗多种急慢性肾疾病的最佳手段。临

床研究显示，血液透析患者发生低血压的概率较高，不

仅对血液透析正常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更加重了患

者的病情，缩短了患者的生存时间。在血透室积极开展

有效合理的护理管理措施，对促进护理安全管理质量的

提升，保障患者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来我院接受血液透析

治疗的 80 例尿毒症患者作为试验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为 40 例。两组患者

基线资料组间对比无显著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预见性护理对血液透析患者自护能力及健康行为的影响

折　妮　郝娟娟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目的：探究预见性护理对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自护能力及健康行为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6月至

2021年12月来我院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80例尿毒症患者纳入研究序列，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为40例，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行预见性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自护能力及并发症发生率的组间差异。结果：观察组

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分值均有升高，

且相较对照组，观察组更高，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ESCA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在血液透析患者护理安全管理工作中，应用预见性护理可使护理

满意度及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并使并发症发生率得到明显下降，存在广泛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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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病情观察、换药、心理

护理、生活护理、中心导管护理等。在此基础上观察组

患者采用预见性护理措施干预，具体措施如下：①心理

护理：与其他治疗比较，血液透析更容易使患者产生焦

虑、恐惧等不良情绪，不仅加重了心理负担，也不利于

疾病的治疗，增加了低血压的发生概率。根据患者的实

际情况予以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向患者讲解有关疾病的

知识，消除患者对疾病的恐惧感，协助患者宣泄心理的

不良情绪，使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护理人员增加巡

视的次数与时间，尽可能多与患者交流沟通，多鼓励、

安慰患者，使患者保持最佳状态 [2]。②体质量护理：在

透析治疗的过程中，合理控制体质量的增加，根据患者

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避免患者出现营养不良

等情况，患者应科学合理地摄入优质蛋白、维生素等养

分，以免发生营养不良，在透析前限制盐与液体的摄入。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运动方案，向患者讲

解运动的重要性，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如散步、打太

极拳等，具体运动时间与运动量取决于患者的耐受程度，

在进行运动锻炼的过程中避免做大幅度的动作 [1]。③饮

食护理：在大量进食后会造成内脏血管扩张，因此在透析

前叮嘱患者不宜摄入过多的食物，透析后3h不宜进餐 [3]。

④仪器护理：在透析前后护理人员认真仔细地检查仪器的

有关设置，如钠曲线、温度等，以免发生低血压。患者在

透析当天尽可能不服用降压药物，若服用了降压药物在血

液透析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血压变化。

1.3 临床观察指标分析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两组患者干预期间高血压、

低血压、肌肉痉挛等并发症发生率；两组患者接受不同

方式护理后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低血压、导管堵

塞与导管感染情况，并进行处理。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1.0 统计分析软件中录入观察指标中数

据，计数资料以 [n（%）] 表示，使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

以（x±s）表示，使用检验，＜ 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期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组间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期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高血压 低血压 肌肉痉挛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40 3（7.50） 3（7.50） 5（12.50） 11（27.50）

观察组 40 0（0.00） 0（0.00） 2（5.00） 2（5.00）

2.2 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比较

护理干预前，两组自我效能感评分无差异（P ＞

0.05）；干预后，两组分值均有升高，且相较对照组，观

察组更高，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比较（x±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0 17.21±4.61 24.21±6.19

观察组 40 17.42±4.58 27.60±6.72

2.3 两组患者自护能力的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ESCA 评分组间对比均无显著差

异（P ＞ 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ESCA 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 ＜ 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ESCA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0 85.52±9.38 101.03±3.96

观察组 40 84.33±9.28 131.89±15.28

t 值 0.605 13.115

P 值 0.547 0.000

3　讨论

为维持肾功能衰竭患者的代谢能力，通常需应用血

液透析方法将其血液中的代谢废物清除后再输注入体内，

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效果，但若护理方法不合理可能会引

发多种并发症，使患者生活质量降低。作为常用的护理

措施之一，预见性护理能够综合分析患者体质及病情，

并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予以预防，使护理工作质量得

以提高。在临床实际应用中，需预测患者情况，并对血

液透析操作的规范进行严格遵守，通过分析可知常见的

危险因素包括感染，内瘘异常及错误的参数设置等，而

实施预见性护理可提高护理人员责任心及危险意识，使

其主动判断患者情况，观察治疗情况，以尽快发现异常

并及时处理；其次，可针对引发并发症的各种因素，通

过控制超滤速度、透析温度及穿刺点护理来防止并发症

出现，促进治疗的顺利实施 [4]。

改善患者遵医行为预见性护理将透析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辨识，根据风险发生的可能

性及危害程度，将风险进行了分级管控，规范了风险管

理过程，同时通过对患者进行健康知识教育，提高了患

者的风险意识 [3]，并引导患者参与到相应预控措施的制

定环节，结合以往病情恶化的治疗案例向患者讲述遵医

治疗的重要性，从而改善患者的遵医行为，使患者感受

到健康行为对于预后结局的重要影响 [5]。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在血液透析期间采取预见性护理干预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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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护理满意度较为理想，危机

应对能力有所提升，自我效能感增强，护理差错率较低，

突出了预见性护理干预应用的有效性 [4]。

4　结束语

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患者的护理方法选择中，开展

预见性护理的效果更好，该方案可作为首选方法进行实

施。所以，提前对相关风险因素进行管理，发挥出积极作

用，不仅有效改善了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的自护能力和遵

医行为，而且对于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也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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