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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内瘘护理应用专项健康教育对其自我护理能力的改善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70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试验组，其中对照组 35 例患者采用常规健康教育的方式，试验组 35
例患者采用专项健康教育的方式，对比两组患者的相关临床指标。结果 护理满意度对比发现，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77.14%；试验组的
护理满意度为 94.28%，试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同时两组患者在干预前健康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自护能
力均没有明显差异，干预后，试验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自护能力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结论 在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内瘘护理中，采用专项健康教育的方式，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健康知识掌握程度，使得患者的自护能力得到提升，具
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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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内瘘作为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最佳血管通路，其有着血流量

充足、穿刺简便以及创伤小的优点。不过该病的治疗周期较长，其
在受到反复穿刺后会出现各种不良事件。而对血管位置的建立又是
有限的，所以对内瘘进行护理是十分有必要的[1]。基于此，本文将
随机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70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内瘘护理应用专项健
康教育对其自我护理能力的改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随机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70 例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及试验组，其中对照组 35 例
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9：16；年龄在 36 岁至 6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46.11±2.31）岁，试验组 35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8：17；年龄
在 37 岁至 6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6.26±2.33）岁，组间资料对
比，差异不明显（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以及健康教育的方式，对患者进行集中的

健康知识教育以及不定期的一对一知识解答，让患者了解疾病相关
方面的知识。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添加专项健康教育的方式，
首先需要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集中培训，让护理人员能够了
解和巩固和患者相关的护理以及健康教育的知识，对每一位接触到
患者的护理人员进行相应的考核，确保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过硬。
当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况进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计划安排，同时对患者进行一对一的疾病
知识宣传以及讲座，让患者能够充分的了解到疾病的相关知识，同
时要对患者的思想情况以及知识了解程度进行细致的观察，根据患
者的实际变化调整健康教育的方式，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提高对疾病
的认知，掌握一定的自护能力，最后需要对患者的健康效果进行对
应的评估，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分别

采用[例(%)]、( sx ± )表示，分别行χ2、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发现，对照组中十分满意 12

例，满意 15 例护理满意度为 77.14%；试验组中十分满意 23 例，
满意 10 例，护理满意度为 94.28%，试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
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 

2.2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对比 
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进行对比发现，干预

前，两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相近，无明显差异（P>0.05）；

干预后，试验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明
显（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35 12（34.28） 15（42.85） 8（22.85） 27（77.14） 
试验组 35 23（65.71） 10（28.57） 2（5.71） 33（94.28） 

χ2     4.200 
P     0.040 

表 2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5 59.11±10.23 75.51±10.17 
试验组 35 59.12±10.26 86.01±10.55 

T  0.004 4.239 
P  0.996 0.000 

2.3 两组患者自护能力对比 
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自护能力进行对比发现，干预前，两组

患者的自护能力评分相近，差异不明显（P>0.05）；干预后，试验
组患者的自护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 

表 3 两组患者自护能力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5 79.13±6.23 135.26±7.59 
试验组 35 79.22±6.31 149.33±8.66 

T  0.060 9.906 
P  0.952 0.000 

3 讨论 
提高对患者内瘘护理的教育以及宣讲，可以有效增强患者的内

瘘保护意识，这也是专项健康教育的核心内容，当患者进行内瘘自
护的过程中，容易对一些较为感受较为明显的肿胀和疼痛情况较为
关注，而会忽略掉一些轻微的症状，这时就需要护理人员提高对患
者的健康教育，让患者能够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对一些出现的症
状及时反馈和护理，从而有效的降低并发症的出现[2]。根据本文研
究结果显示，采用专项健康教育的试验组，不论是健康知识掌握程
度，还是自护能力方面都是强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的，同时试验组
的护理满意度也相对较高。 

综上所述，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内瘘护理中，采用专项健康
教育的方式，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健康知识掌握程
度，使得患者的自护能力得到提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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