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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糖尿病作为一种高血糖性的代谢疾病，也是常见

的内分泌疾病，有着严重的并发症，初期的糖尿病患者

伴随着肾小球、肾小管间质损伤，对患者的肾脏功能有

着很大的影响。糖尿病肾病对患者的身心有着巨大的影

响，该病病程较长，且病情较为复杂，容易引起诸多的

并发症，患者通常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水肿、贫血、或慢

性高血压等相关症状，对患者的生命有着严重的威胁，

在临床治疗中，如应用不合理的护理方式，对患者的康

复效果没有太大的改善，严重情况下引起医患纠纷，因

此为有效的提升患者的康复成效，应用有效的护理干预

可改善患者治疗依从性，优化患者的治疗信心，提升治

疗成效。

一、一般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纳入对象选择我院接收治疗的 46 例糖尿病肾病患

者，参考随机的分组原则，将纳入的对象随机分为两组，

即试验组与参照组，每组患者 23 例。在试验组中，患者

的平均年龄在 20 岁到 80 岁之间（56.9±2.5）岁，参照组

中，患者的平均年龄在 21 岁 70 岁之间（57.1±2.2）岁。

本次研究开展得到了伦理委员会的获批。本次研究要排

除伴有重大疾病以及严重的肝功能损伤、精神异常的患

者，在选择的患者中，年纪、病情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2. 护理方法

针对对照组的患者采取的是常规护理。在试验组中

应用的心理护理，首先，对纳入到试验组的患者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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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心理教育，旨在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展开评估，并根

据患者的情况，构建个性化的护理规划，在执行过程中，

要严格的参照护理方案进行，在心理护理开展的过程中，

对患者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实时跟踪，一遍随时做好调整

的规划，确保对患者实施的护理方案符合患者的心理状

态，继而实现高质量的护理。其次要对患者开展心理疏

导，主要目的是强化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与患者之间构

建和谐的关系，促使患者愿意相信医护人员，继而愿意

配合医护人员开展相关治疗。医护人员要聆听患者的真

实诉求，在合乎规定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

的满足患者的诉求。最后，医护人员可以询问患者的兴

趣爱好等，应用音乐或按摩等方式，缓解患者的身心焦

虑或紧张的情绪，帮助患者成功的转移注意力，避免将

注意力放在疾病的疼痛中，提升护理的效果。

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应用的是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x2 检验计

数资料，（%）加以表示，结果显示 P ＜ 0.05。

二、结果

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焦虑抑郁评分上的比较，具体

见表 1。

表1

组别
焦虑

（护理前）

焦虑

（护理后）

抑郁

（护理前）

抑郁

（护理后）

试验组

（n=23）
73.51±5.11 43.61±4.89 22.12±6.21 6.31±1.64

参照组

（n=23）
70.29±4.62 58.27±4.35 20.81±6.52 18.17±5.23

t 0.256 8.596 2.491 9.687

p P>0.05 P<0.05 P>0.05 P<0.05

三、讨论

在临床护理中，针对糖尿病肾病护理主要是围绕药

物治疗、饮食护理、运动、健康宣传等方式开展。实际

上患者掌握了自己的病情后，因病情发作难以承受其折

磨，使得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以及负向心理，

在临床护理中即便提供良好的护理方式，也难以恢复患

者良好的心理状态，很难有愉悦的心情对抗病魔，久而

久之，患者的病情得不到好转，对患者的疾病治疗产生

的负面的影响，因此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极其关键。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情绪以及心理压力主要源

自两个方面，一是疾病带来的身体疼痛，二是患者因治

疗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在糖尿病肾病患者的治疗中，

患者需要长期的接受胰岛素的注治疗，以及配合血液透

析治疗，且在饮食方面有着一定的限制，致使患者在治

疗期间不仅有一定的痛苦，而且负面情绪难以消解，对

家庭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的负担。此外，糖尿病肾病有着

较高的发病致死率，患者对该病有一定的畏惧心理，患

者在一定时间难以面对现实的情况下，对治疗疾病有着

较大的抵抗心理，更不愿意配合医生的资料，导致患者

其他并发症频发，对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此

为患者提升治疗的积极性，为患者提供心理护理，积极

对患者进行关心，主动帮扶患者处理治疗期间出现的困

难，为患者答疑解难，促使患者对改病情有科学的认识，

以及积极的治疗心理，对患者积极的鼓励，帮助患者构

建治疗信心。在临床护理中，心理护理可以发挥着重要

的成效，主要围绕患者的诉求开展服务，将患者的治疗

观念从被动治疗转化为主动治疗。在围绕心理护理实施

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基本进行科学的宣传，

帮助患者了解真实的病情发展状况，对疾病有着乐观的

治疗心态。在饮食护理中，帮助患者提升治疗韧性，积

极的战胜疾病，减少心理压力，排解不良的情绪，改善

治疗的效果。在心理护理中，应用专业的心理知识，尽

可能的转化患者的消极低迷的心理状态，促使患者积极

主动的进行治疗，如此一来也有利于患者的得到控制。

心理护理对医护人员有着较高的要求，为更好的提升服

务的成效，在临床护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护理人员要

不断优化自身的知识，全面的掌握心理学相关知识，具

备专业的护理素养，面对患者可以友好的交流，应用自

身的专业知识为患者解惑，得到患者的认可与信任，针

对情绪转变较快的患者要有专业处理办法，进行及时的

沟通解决患者的问题。护理人员要秉承着负责认真的态

度，为不同的患者制定不同的护理方案。

众所周知，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该病

没有彻底康复的治疗手段，一旦肾病发作，患者对日后

的治疗有较大的心理负担。在传统的常规护理中，没有

注重对患者的心理疏导，仅重视患者的身体变化，致使

多数的患者没有足够的耐心与信心持续治疗，存在较大

的负面情绪，而心理护理针对患者的负面情绪有针对性

的处理，帮助患者卸下心理压力，保障患者积极的配合

医护人员的治疗，有显著的效果。对本次的研究结果进

行分析后得出，接收了心理护理的每位患者的焦虑抑郁

评分明显的高于常规护理的患者，P ＜ 0.05，存在统计学

意义。特别是针对血液透析的患者，进行个人心理护理

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以及负面的情绪，促

进治疗效果的提升。本次研究有一项值得标注，在选取

研究对象时，样本较小，在结论中存在说服力不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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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西瓦个开展更大的样本研究，

保障研究结果的精确。

综上所述，经本次研究过程可知，对糖尿病肾病患

者实施心理护理，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不良的情绪以及消

极的心理，提升患者治疗配合度，改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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