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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对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护理效果的影响。方法  按照数字表将 68 例血液透析治疗的糖尿病肾病患者随机分

两组，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应用优质护理。结果  研究组 SAS 以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结论  采用优质护理对接受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干预，可以使患者心理状态得到有效改善，增加患者对

于护理工作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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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糖尿病患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成为危险我国主要慢性

疾病之一，随着疾病的发展，患者会出现多种并发症，其中就有糖
尿病肾病[1]。出现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常采用血液透析进行治疗，进
而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延长患者生命，但在治疗期间患者常伴有多
种不良情绪，对透析效果产生影响。本次研究通过对我院接受血液
透析治疗的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优质护理干预，分析不良反应率，
使患者心理状态得到有效改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按照数字表将我院在

2019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糖尿病
肾病患者 68 例随机分两组，各 34 例，对照组男 15 例，女 19 例，
年龄 56～78 岁，均龄（68.4±1.2）岁；病程 5～12 年，平均（8.4
±2.1）年。研究组男 17 例，女 17 例，年龄 55～78 岁，平均（68.3
±1.3）岁；病程 5-12 年，平均（8.4±2.2）年，两组一般资料差异
不明显（P＞0.05），可比。患者均接收血液透析治疗，且对本次研
究内容知情并同意。  

1.2 方法  
（1）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告知患者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注

意事项，给予患者饮食指导，对患者生命体征进行密切观察。  
（2）研究组接受优质护理，具体如下：①心理干预：在患者

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期间，患者往往伴有多种不良情绪，进而对患者
治疗效果产生不良影响，护理人员应当与其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
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并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指导患者进行
放松练习，转移患者注意力，缓解患者不良情绪。②血管通路护理：

血管通路是接受血液透析糖尿病肾病患者的主要生命线，该类患者
多伴有多种基础疾病，因此各项护理操作应严格按照无菌操作，为
患者建立动静脉内瘘，以免进行反复穿刺，合理使用抗凝剂，以免
发生血栓，叮嘱患者穿着舒适衣物，保持穿刺部位清洁，避免负重。
③饮食护理：患者在治疗期间易出现营养缺乏情况，应当为患者制
定饮食方案，增加患者优质蛋白摄入量，控制钠、钾离子的摄入量，
合理控制患者饮水量，做到低脂、低糖饮食。④对患者进行用药指
导，叮嘱患者血液透析期间血糖控制药物应当严格按照医嘱服用。
⑤皮肤护理：护理人员为患者进行皮肤检查，特别是穿刺点周围，
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避免患者发生皮肤感染。  

1.3 观察指标  
（1）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对患者焦虑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评估，分值高于 53 分则存在焦虑情绪，分值越高焦虑情况越严重；
对患者抑郁情绪采用抑郁自评量表评估，分值高于 50 分时则存在
抑郁情绪，分值越高抑郁况越严重。（2）对两组进行护理满意度
调查，采用我院自拟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分值设置满分 100 分，
80 分以上为非常满意，60～80 分为满意，低于 60 分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SPSS 18.0 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进行 x 2（%）检验，

计量进行 t 检测（ sx ± ）检验，P＜0.05 提示有显著差异。  
2  结  果  
2.1 心理状态分析  
研究组 SAS 以 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心理状态对比（
-

x ±s） 
SAS SDS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34 54.1±3.1 49.4±4.3 55.4±3.1 51.4±3.4 
对照组 34 54.1±3.4 45.7±3.2 55.3±3.1 46.1±4.3 x 2 / 0.574 13.481 0.124 15.127 

P / ＞0.05 ＜0.05 ＞0.05 ＜0.05 
2.2 满意度分析  
对照组非常满意 17 例，满意 11 例，不满意 6 例，满意度 82.4%

（28/34）；研究组非常满意 23 例，满意 10 例，不满意 1 例，满意
度 97.1%（33/34），研究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  论  
糖尿病肾病属于糖尿病常见的一种并发症，是诱发慢性肾衰竭

的主要原因之一。糖尿病肾病患者主要经血液透析法进行治疗，但
患者的存活率要低于其他血液透析患者，而且并发症发生率高，患
者的预后差[2]。对于血液透析期间患者承受较大的身体不适以及心
理压力，易有不良情绪出现，因此要给予患者心理护理，缓解其不
良情绪，增加治疗信心；健康教育可使患者详细了解疾病和血液透
析，使治疗依从性提高，进而提高血液透析效果；饮食指导可为患
者的血液透析夯实基础，提高免疫力；给予患者相关并发症的预防
性护理措施，避免并发症发生；在观察并发症是否出现的同时，还
要观察患者的面色以及精神状态，询问患者的感受，并给予血管通
路保护，保证穿刺部位皮肤清洁、干燥。为探讨和分析在糖尿病肾
病患者的血液透析治疗中优质护理的应用效果，此次抽选在我院做
血液透析的糖尿病肾病患者（68 例）做研究，得到的结果是：研究

组患者的焦虑程度、抑郁程度、并发症的总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显著；研究组患者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显著。  

综上，在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血液透析治疗中，采用优质护理对
接受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干预,优质护理的应
用效果确切[3]，可提高满意度、降低并发症风险、缓解负性情绪。
可以使患者心理状态得到有效改善，增加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认
可，可在临床中进行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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