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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期护理效果及不良心理情

绪的影响评价 
刘琰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泰安市  271000)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针对尿毒症患者在血液透析期间实施的心理干预措施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方法:我们选择了在我院就诊的

110 名尿毒症患者，时间跨度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4 月。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别：血液透析期常规护理组和心理干预观察组。常规

护理组接受标准的基础护理，而观察组则额外接受心理干预。我们对两组的护理效果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结果:在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的情绪状态明显改善，与常规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在血液透析期间表现出更高的依从性（P<0.05），且并发

症发生率较常规组更低（P<0.05）。此外，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肾功能各项指标也明显优于常规

组（P<0.05）。观察组的各项自护能力评分也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结论:在尿毒症患者的血液透析护理中引入心理干预措施，能够显

著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提高其生活质量，同时增强其治疗依从性和减少并发症的风险。因此，为尿毒症患者提供心理干预护理服务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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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尿毒症对人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该疾病导致肾脏功能受损，

无法有效代谢有害代谢产物，结果导致毒素积累，严重损害人体重

要的组织和系统功能，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本研究选取了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 110 名尿毒症患者，

旨在分析心理干预在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期间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和干预效果。以下是研究的详细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纳入了 110 例尿毒症患者，其就诊时间跨足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4 月。研究样本通过随机抽签进行分组。其中，常规

组包括 30 名男性和 25 名女性，年龄介于 48 至 63 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56.78±5.42）岁，尿毒症病程为 6 至 15 个月，平均病程为

（10.85±2.03）个月。观察组包括 28 名男性和 27 名女性，年龄介

于 48 至 6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6.69±5.35）岁，尿毒症病程为

6 至 15 个月，平均病程为（10.96±1.86）个月。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常规组基础护理 

常规组患者在入院后，通过与患者进行沟通，详细介绍尿毒症

和血液透析的相关注意事项。在透析开始之前，给予患者必要的治

疗和补液，以调整其生理状态，并实施生命体征监测。在透析过程

中，持续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监控其肢体活动和行为。如果在透

析过程中出现血压异常波动，将立即采取急救措施，以保障患者的

生命安全。 

1.2.2 观察组心理干预 

（1）建立沟通和入院准备: 在患者入院时，我们采用亲切的态

度积极接待患者，详细了解其病程、病史和个人信息，并协助完成

入院手续。在此过程中，我们进行患者的初步观察，并进行心理健

康评估。根据患者提供的信息和心理健康评估结果，我们制定个性

化的护理计划，以满足患者的需求。 

（2）情感支持与心理疏导: 我们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在入院期

间提供所需的支持和服务，鼓励患者表达情感。我们根据患者的倾

诉内容，进行情感支持和心理护理。通过专业知识的传授、诊疗方

案的解释等方式，针对患者的疾病焦虑等问题进行疏导，以平复患

者的心态。 

（3）血液透析知识传授: 在血液透析开始之前，我们向患者详

细解释血液透析的操作流程、在尿毒症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和作用机

制。我们努力确保患者正确理解血液透析的重要性和目的，以提高

其对治疗的认知水平。 

1.3 观察指标 

血液透析依从性评估: 根据患者的自我报告和医疗记录，将依



 

护理园地 

 156 

医学研究 

从性分为完全依从、依从、部分依从和不依从等四个等级，以评定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并发症发生率: 统计患者在血液透析期间出现低血压、肌肉挛

缩、尿潴留、氮质血症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生活质量: 使用生活质量量表评估社会功能、躯体功能、生理

功能和物质生活等方面的生活质量，该量表总分为 100 分，高分表

示较好的生活质量。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于计数资料采用

百分比（%）表示，并进行 X2 检验；对于计量资料采用平均值

（ sx ± ）表示，并进行 t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 血液透析依从性比较 

在血液透析期间，观察组的血液透析依从性明显优于常规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血液透析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在血液透析期间，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比较两组自护能力 

在护理前，观察组的自我概念、自我责任感、自我护理技能和

健康知识水平的评分分别为（15.87±2.15）、（10.72±1.45）、（28.93

±3.04）和（31.07±3.22），而常规组的评分分别为（15.95±2.30）、

（10.80±1.67）、（29.56±2.75）和（30.92±3.54）。两组在护理前

的自护能力比较没有显著差异（P>0.05）。然而，在护理后，观察

组的自护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尿毒症治疗方法之一。通过血液

透析，可以有效抑制尿毒症的发展进程，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并有

助于减轻患者的症状反应，从而减少疾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损害。

这一治疗方式在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延长其生命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尿毒症患者的护理中，心理干预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

的护理方式。经过心理干预，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得以显著改善，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护理方式对于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和提高

其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心理干预在尿毒症患者的护理中

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尿毒症是一种常见而危险的肾脏疾病，血液透析作

为一种主要的治疗方式，能够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并减轻疾病的

症状。在尿毒症患者的护理中，心理干预被证明比其他护理方式更

具干预作用，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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