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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了更好地探讨肾内科护理，开始在临床当中引入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重点在研究当中分析优质护理服务的运用价值。方法：选取

我院肾内科患者 84 例作为对象进行研究，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2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服务的方法，观察组运用优质护理服务的

方法，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抑郁焦虑评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护理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评分情况。结果：护理前，比较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

评分情况，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的抑郁焦虑评分情况、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情况均要比对照组好（P＜0.05）。结论：

在肾内科护理过程中，采用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优化护理质量水平，临床运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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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肾内科患者疾病较为严重，容易让患者产生各种不

良的情绪，这部分情绪将会给患者的治疗带来较大的阻碍，让治疗

效果变得越来越差。传统的护理方法一般是将疾病作为中心，护理

工作人员的关注点全部放在患者的疾病方面。可伴随着人们对生活

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此种常规的护理模式已经无法给患者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患者需要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更加关注患者自身的

护理方式，这一护理模式当中，护理工作人员要为患者提供更多的

关注，构建起和谐的护患关系，患者能够更好地提高护理依从性，

护理人员也可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水平。因而，为了更好地加速患

者的恢复进程，需要引入科学合理的方法来帮助患者。此次研究当

中引入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经过与常规护理服务的应用效果展开

比较，分析优质护理服务的价值，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肾内科患者 84 例作为对象进行研究，随机均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各 42 例，其中对照组当中包括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

患者 17 例，年龄 23-72 岁，平均患者年龄（51.07±4.12）岁；观

察组患者中包括男性患者 24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龄 24-73 岁，

平均患者年龄（51.08±4.13）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未发现明显

差异（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服务的方法，观察组运用优质护理服务的

方法： 

1.2.1 培训护理人员 

医院要针对肾内科护理人员展开针对性培训，让护理人员详细

掌握优质护理服务的流程、具体内容等，转变原本的被动护理的状

态，了解到自己工作当中所存在的不足，建立起以患者作为服务中

心的理念。护士长要定期为护理人员实施培训工作，为护理人员介

绍基础护理的重点和目的，推行岗位责任制度，护士长要合理分配

护理人员工作，护理人员明确工作职责后，全程为患者提供优质护

理服务。 

1.2.2 心理护理 

大部分的肾内科患者病情严重，患者受到身体、心理的双重压

力，容易出现不良的情绪。这些不良的情绪将会严重阻碍患者的治

疗过程，影响到患者的最终治疗效果。为了帮助患者尽快恢复身体

健康，护理工作人员要积极与患者沟通，消除患者内心的不良情绪，

在沟通交流当中，护理人员要为患者介绍治疗成功的病例，提高患

者治疗疾病的自信心。 

日常护理工作过程中，护理工作人员要从患者角度着手，主动

为患者提供帮助。护理人员要耐心听取患者的想法，掌握患者出现

不良情绪的具体原因，帮助患者缓解内心的不良情绪。与此同时，

护理人员要尽量与患者家属进行联系，让患者获取家人的支持。特

别是部分老年患者，需要得到家人的支持，帮助患者减少抑郁焦虑

情绪，让患者更快地恢复。 

1.2.3 加强基础护理 

护理工作人员需要保证患者的病房整洁程度，防止病房环境不

佳让患者产生不舒适感受。病房要定期通风换气，控制好温湿度的

状态，让患者保持舒适的状态。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样是患者出现

肾病的一大因素，护理人员要指引患者保持健康的作息习惯，保持

健康的饮食习惯，制定合理的生活作息计划表，帮助患者养成健康

的习惯，提高恢复速度。护理工作人员要建议患者展开适量运动，

避免剧烈运动。适当的运动能够帮助患者舒缓情绪，提高患者免疫

力，助力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1.2.4 加强用药护理 

护理工作人员要运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为患者讲解疾病出现的

原因、治疗疾病的方法等，让患者准确认识自身的疾病，转变患者

观念当中的不正确认识，让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护理人员要为患者

介绍用药的具体知识以及各种注意要点，让患者正确用药。针对病

情较为严重的患者，护理人员要随时监测患者的身体症状，一旦发

现异常，要立即上报医生，实施针对性处理。 

1.3 观察指标 

1.3.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抑郁焦虑评分 

1.3.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护理满意度 

1.3.3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此次研究过程中的全部数据资料运用 SPSS22.0 的方法来展开

分析处理，其中差异所具备的统计学意义采用 P<0.05 的方法来表

示。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抑郁焦虑评分情况 

经过护理之前，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评分情况并未发现显著差

异（P＞0.05）；经过护理之后，观察组患者的抑郁焦虑评分情况明

显要比对照组好（P＜0.05），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 sx ± ，分） 

组别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2） 93.58±2.35 44.91±1.66 91.86±2.67 52.97±1.53 

对照组（n=42） 93.38±2.27 76.50±1.28 92.08±2.15 80.91±1.30 

P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之后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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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护理之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42） 25（59.52） 16（38.09） 2（4.76） 40（95.24） 

对照组（n=42） 20（47.62） 14（33.33） 8（19.05） 34（80.95） 

P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当中的护理人员抢救物品评分（94.25±3.27）

分、隔离消毒评分（95.28±2.47）分、实施分级护理评分（93.24

±3.44）分；对照组当中的护理人员抢救物品评分（81.59±4.28）

分、隔离消毒评分（80.10±3.55）分、实施分级护理评分（78.46

±4.53）分。观察组的护理质量评分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肾内科患者疾病较为严重，患者情绪不稳定，由于患者对护理

工作认可程度较低，容易产生拒绝配合的现象。为了能够让患者更

好地配合治疗与护理，需要护理工作人员做好护理工作。经过临床

研究表示，在肾内科护理过程中运用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能够减

少护患纠纷出现率，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运

用效果显著。 

作为新型护理方法的优质护理服务，能够从患者的生理、心理

等多方面为他们提供护理服务，让护理服务变得更加全面系统化，

护理效果更加理想，可以获取医务工作者的广泛认可。 

上述研究结果直接表示，护理后，观察组的抑郁焦虑评分情况、

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情况均要比对照组好（P＜0.05）。 

总之，肾内科护理过程中采用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以患者为

中心，能够顺利地转变患者身心状态、减少各种纠纷出现率、提高

护理满意度，具有较高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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