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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护理中护患沟通干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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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护患沟通在血液透析护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方法：我院收治血液透析患者 66 例，随机分成两组各 33 例，对照组常规护
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护患沟通，分析效果。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明显较低，护理满意度较高（P＜0.05）。
结论：护患沟通在血液透析护理中的应用，可减轻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血液透析；透析；护患沟通；作用 

 
血液透析对尿毒症患者来讲，临床发挥作用显著，又可称“血

透”，其所应用的仪器包含透析器、透析机等，经使用这些仪器可
模拟肾脏功能，替代失去功能的肾脏。患者体内会存在很多有害物
质，经对这些物质的排出干预，有效对血液进行净化，纠正电解质，
改善酸碱平衡[1]。本研究对收治的血液透析患者分组实施不同护理，
观察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我院 2021 年 1 月-12 月收治 66 例血液透析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各 33 例，对照组：男、女（n=20、13），年
龄 23~75（46.77±3.20）岁；观察组：男、女（n=19、14），年龄
23~76（46.76±3.33）岁；两组资料均衡（P＞0.05），可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为患者实施健康饮食护理、血液透析护理、

药物护理等干预。 
观察组：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护患沟通。主要措施为： 
（1）加强护士的培训 
对护理人员做好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为良好的护患沟通奠

定基础。护士应尽量满足患者的多样化要求，重视患者隐私的保护，
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 

（2）营造优良环境 
为患者营造良好的环境，不仅需确保血液透析室设备的整齐与

清洁，血液透析室内应维持轻松的氛围。治疗与住院环境以及设备
的干净程度，均可从侧面呈现医院专业性、严格性，有效减轻患者
的心理负担，减轻其不良情绪。长期于我院行血液透析的患者，需
为其供应娱乐与休闲节目，如：聆听音乐、聊天等。多给予患者鼓
励和关爱，使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能够主动
配合各项治疗与护理的开展。 

（3）护患沟通 

日常生活中融入心理交流，主动与患者沟通，详细了解患者的
情绪变化，真诚和患者沟通，耐心解答患者所提出的问题，耐心采
取有效的护理方式。心理疏导的同时开展多样化的健康教育活动，
为患者普及血液透析对应的知识和注意事宜，得到患者对治疗的积
极性。充分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性。部分患者因对治疗不了解，心
理极度恐惧，护士应友好与其沟通，调整患者的心理。实际沟通时，
尽量保持语气的温和，有效掌握其心理状况，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护士完全可以将患者看作朋友，主动与患者交朋友，拉近与患者的
距离，使患者完全放松，推动下一步工作的开展。为患者介绍实际
治疗方案，系统讲述治疗环节，讲述成功案例，提高患者对这些知
识的认知，有足够的信心面对治疗。各人自身情况不同，特别是心
理更具差异，很多患者会出现紧张、焦虑心绪，护理也需针对个体
实际情况，不能都是同一种沟通方式，沟通需注意技巧，按照患者
的性格采取合理的沟通方式。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负面情绪。用抑郁自评量表（SDS）与焦虑

自评量表（SAS）对患者的负面情绪展开评估，分值与患者的负面
情绪是反比。（2）观察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
调查问卷，从护患沟通情况与服务态度两方面评估，总分 100 分，
十分满意：90-100 分；满意：60-89 分；不满意：＜60 分；护理
满意度=（十分满意+满意）/总例数占比。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0.0 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sx ± ）、计数资料行 t 检验、
检验对比。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负面情绪变化 
护理前，两组患者 SDS、SAS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护

理后，观察组 SDS、SAS 评分明显较低（P＜0.05）见表 1。 

表 1：负面情绪变化（ sx ± ，分） 
SDS SAS 

组称 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3 32.39±1.22 10.16±2.16 43.13±1.61 11.29±2.68 
对照组 33 32.35±1.17 16.85±2.42 43.18±1.49 16.08±2.35 

t  0.136  11.848  0.131  7.720  
P  0.892  0.000  0.896  0.000  
2.2 护理满意度 
两组比较，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较高（P＜0.05）。见表 2。 
表 2：护理满意度[n（%）] 

组称 n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

度 
观察组 33 23（69.70） 9（27.27） 1（3.03） 32（96.97）
对照组 33 14（42.42） 10（30.30）9（30.00）24（72.73）

2x      7.543 
P     0.006 

3 讨论 
护患沟通在护理中发挥作用较大，不容忽视，护患在沟通期间，

护士通过对患者鼓励和安慰，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态，减轻负面情
绪，使患者得到身心的放松，拉近与患者的距离，消除患者内心的
孤寂，这对下一步的工作帮助较大[2-3]。态度需高度注意，保持温和，
对其心理状况有全面地掌握，拉近护士与患者的距离。由于个体间

存在差异，特别是心理方面的差异更大，多数患者会有紧张、焦虑
心理，因此护理需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不能用相同的交流方式，确
保护理的针对性。本研究结合前期工作经验，查询对应资料，整理
护理方案，经为患者采取科学的护患沟通，结合其自身状况制定科
学的方案，深得患者信赖。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实施护患沟通后，
患者的负面情绪得到明显减轻，护理满意度也较高，与对照组仅实
施常规护理差异较大（P＜0.05）。这更加证明了护患沟通在护理中
的作用，说明护患沟通值得在护理中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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