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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分析肾衰合并心血管病患者进行血透过程中实施护理的效果。方法：研究的时间从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研究

内容：从本时间段内在本院进行治疗的肾衰合并心血管病患者中选 80 例实施研究。行电脑抽样方式对其实施分组，常规护理方法收入（40
例）常规组，综合护理方法收入（40 例）研究组。分析比较 80 例患者的心理情况。结果：经过护理措施以后，研究组优于常规组，（P＜

0.05）。结论：肾衰合并心血管病患者在进行血透的过程中，予以综合护理干预，不仅能够使患者的紧张、不安等不良心理得到缓解，使其

更好的配合治疗，使治疗效果得到提升，而且可以使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情况减少，建议临床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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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料表明，肾衰合并心血管病患者在近年来的发病率比较

高，这种疾病的风险性比较大，直接对患者的生命造成威胁。临床

上主要利用血液透析的方法予以治疗，但治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基于此，为了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使其尽早康复，需要合理、有

效的护理配合[1-2]。本文研究分析肾衰合并心血管病患者进行血透过

程中实施护理的效果。如下详细总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的时间从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研究内容：从本

时间段内在本院进行治疗的肾衰合并心血管病患者中选 80 例实施

研究。行电脑抽样方式对其实施分组，常规护理方法收入（40 例）

常规组，综合护理方法收入（40 例）研究组。常规组：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龄在 50-78 岁之间，均值(63.20 士 2.10)

岁;研究组：男性患者:21 例，女性患者 19 例，年龄在 51-79 岁之间，

均值(64.19 士 1.20)岁。所选取的对象在一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

( P>0.05)。 

1.2 方法 

常规护理方法归入常规组，护理人员对患者的症状和生命体征

进行观察、监测，给予患者提供用药指导、饮食指导等。 

综合护理方法归入研究组。具体：（1）评估病情：护理人员在

对患者实施血液透析之前，要对患者的基本资料和病情情况进行全

面了解和掌握，并给予评估，以保证护理服务具有其针对性。（2）

心理护理：护理人员积极主动与患者多交流，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

并尽量满足，同时介绍疾病的有关知识和治疗效果比较好的案例，

让患者提升对疾病的认知，并对治疗充满信心，从而缓解其紧张、

焦虑等负面心理。（3）血液透析护理：护理人员对患者的生命体征

进行密切观察和监测，如有异常情况发现，要立即告知医师处理，

并密切监测患者的血透参数、透析液的颜色等。（4）心血管疾病的

护理：如果患者存在高血压情况，要注意控制钠的摄入；如果患者

存在充血性心衰，要注意控制预冲液量；对心率异常的患者来说，

要注意其有无低钾血症等。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利用 HAMA（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D（汉密顿抑郁量表）

对患者的心理情况实施评估，分值越低，证明患者的心理状况越好。  

1.4 统计学整理 

行 SPSS25.0 软件实施数据的统计与整理，计数数据、计量资料

应用（ sx ± ）、（n%）统计，行 t、X2 值检验所示。如果 P＜0.05，

统计存在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对比 2 组肝患者的心理状况 

研究组与常规组未进行护理的心理状况对比，差异并不明显（P

＞0.05）；经过护理措施以后，研究组优于常规组，（P＜0.05）。如

表 1 所示： 

表 1： 对比组间患者的心理评分（ sx ± ，分） 

HAMA HAMD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40 46.05±2.29 34.55±3.26 53.20±4.52 45.62±3.32 

常规组 40 46.15±2.49 38.73±2.65 53.08±4.60 47.26±3.14 

T 值 - 0.1870 6.2926 0.1177 2.2698 

P 值 - 0.8522 0.0000 0.9066 0.0260 

3. 讨论 

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比较常见和多发的并发症就是心血管疾

病，这种病症在老年群体中比较多见，肾衰合并心血管病患者大多

症状严重，如果血液透析不及时，会使患者产生更加严重的并发症，

严重者甚至直接导致死亡，给患者的生命安全、家庭负担等带来严

重的影响。临床上主要实施血液透析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抢救治疗，

使其生存时间得到延长，缓解其病情。但是患者的长期的血液透析

中，会使其身体和心理负担加重，为此，需要予以对应的护理服务

进行配合。综合护理模式的使用，可以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提升

护理质量[3-4]。尤其患者大多具有紧张、恐惧等不良心理，护理人员

对其实施心理护理干预，使其心理压力和负担减少，更加积极的配

合治疗。本次研究得出，经过护理措施以后，研究组优于常规组，

（P＜0.05）。 

综上，肾衰合并心血管病患者在进行血透的过程中，予以综合

护理干预，不仅能够使患者的紧张、不安等不良心理得到缓解，使

其更好的配合治疗，使治疗效果得到提升，而且可以使患者发生不

良反应的情况减少，建议临床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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