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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护理中舒适护理的具体应用效果研究
袁  欢   （西昌市人民医院  四川西昌  615000）

摘要：目的　探析血液透析护理中舒适护理的具体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在2017年 6月至2018年 6月期间收治的60例血液透析患者，

将其分为观察组30例和对照组30例，其中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舒适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舒适度评分、护理满意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11.01±0.52）分、舒适度评分（8.92±1.62）分、护理满意率 93.3%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16.83±0.45）分、

（4.37±1.05）分、56.7%，差异显著（t=9.501，8.734，χ2=11.228，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血液透析护理中舒适护理的具体应用

效果显著，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提高患者舒适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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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属于一种慢性、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进行肾脏替代治疗

方法，指的是通过使用透析器将患者体内血液引流到体外，同时将与

人体浓度相似的透析液在空心纤维内外实施物质交换，清除机体多余

的水分、代谢废物等，保持人体酸碱平衡、电解质平衡，将经净化后

的血液进行回输的过程 [1]。由于患者长期经受疾病、血液透析治疗的

折磨，社会地位、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等多种功能缺失，心理身体不

适感强烈，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舒适护理通过树立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加强舒适化护理，临床应用范围较为

广泛。为进一步探析血液透析护理中舒适护理的具体应用效果，本文

选取我院在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血液透析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在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血

液透析患者，本研究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加此次研究。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

组各为 30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17例，女性 13例，年龄 22-73 岁，

平均（46.98±10.64）岁；观察组：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年龄

24-72 岁，平均（48.27±11.32）岁。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上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包括入院时的宣传教育、定时巡视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舒适护理。（1）环境护理。要求

透析室环境干净整洁，室内光线充足，每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

流通。适当摆放绿色花草，创造温馨舒适的氛围，合理调节室内温度，

将湿度控制在 55% 左右，为血液透析患者创造良好的治疗环境。（2）

心理护理。血液透析前，护理人员应以积极热情的态度接待入院患者，

及时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了解患者心理动态。通过向患者详细讲解

血液透析的原理、方法、过程、注意事项等，缓解患者心理压力，提

高患者透析治疗依从性。鼓励患者及时抒发内心抑郁，做好心理疏导

工作，消除患者不良情绪，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护理满意度。（3）

透析护理。将患者穿刺侧的手臂罩上支架，保护患者穿刺点，保障患

者活动相对自由，可根据患者当前情况适当调整体位。若患者长期血

液流通不畅，护理人员应给予按摩支持，缓解肌肉压力。加强皮肤护理，

降低感染风险。（4）饮食护理。由于透析时间一般比较长，因此根

据患者病情，加强透析患者的饮食干预，提高饮食护理舒适性具有十

分重要的临床意义。按照患者治疗进程，制定符合患者性格特点的科

学化、合理化、个性化饮食方案，增加患者舒适感。（5）病情护理。

护理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机体电解质变化、体液变化情况，观察记录

患者偷袭不良反应，通知临床医师做好后续治疗处理措施，避免其他

意外情况发生。护理人员穿刺过程中，应加强专业技能运用，保证一

次穿刺成功率，减少患者疼痛。注意内瘘患者包扎方式应轻柔舒适，

提高患者舒适度。增加夜间巡视频率，保证患者可实时得到舒适护理。

1.3 评价标准

观察记录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舒适度评分，比较两组患者的

护理满意率。其中患者睡眠质量评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2]。护理满

意度是根据患者离院时填写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评价，问卷分数范围

0-100 分，非常满意：80-100 分；满意：60-79 分；一般：50-59 分；

不满意：30-49 分；非常不满意：0-29 分。护理满意率 = 满意及以上

例数 /总例数×100%[3-4]。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计量资料用（χ±s）

表示，计数资料用（n，%）表示，小组之间比较进行 t检验、χ2 检验，

当 P<0.05 时，视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舒适度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11.01±0.52）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16.83±0.45）分，舒适度评分（8.92±1.62）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4.37±1.05）分，P<0.05，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舒适度评分比较 [（χ±s），分 ]

组别 例数 睡眠质量评分 舒适度评分

对照组 30 16.83±0.45 4.37±1.05

观察组 30 11.01±0.52 8.92±1.62

t 值 9.501 8.734

P 值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比较

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率 56.7% 显著低于观察组 93.3%，P<0.05，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护理满意率

对照组 30 5（16.7） 12(40.0) 8(26.7) 3(10.0) 2(6.7) 17(56.7)

观察组 30 13(43.3) 15(50.0) 1(3.3) 1(3.3) 0(0.0) 28(93.3)

χ2 值 11.228

P 值 <0.05

3 讨论

血液透析通常应用于急性肾损伤患者、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毒

物中毒患者、急性药物中毒患者、严重酸碱平衡失调患者等。由于多

数患者对血液透析方法了解不足，心理压力大，进而影响临床治疗效

果。舒适护理通过实施环境护理、心理护理、透析护理、饮食护理、

病情护理等干预措施，提高患者治疗舒适度，消除患者心理障碍，临

床治疗效果显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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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11.01±0.52）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16.83±0.45）分，舒适度评分（8.92±1.62）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4.37±1.05）分，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率 56.7%，观察组护理满意率 93.3%，这与孙艳

君的研究中，护理组临床护理满意率 93.5% 明显高于对照组 56.6%，

差异显著（P<0.05）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血液透析护理中舒适护理的具体应用效果良好，提高

患者护理满意度，改善医患双方关系，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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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中应用健康教育模式缓解不良情绪的效果观察
吕芙蓉   郑晓红   付  瑜   董鹏飞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76）

摘要：目的　评价消化内科住院患者应用健康教育模式的效果。方法　本次取我院 1 年之内收治的消化内科住院患者 120 例作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行健康教育模式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和护理满意度。结
果　两组患者护理后 SAS、SDS 评分均对于护理前有所改善，但观察组的降低程度更明显。在护理满意度，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消化内科住院患者在治疗中联合使用健康教育模式可降低恐惧、焦虑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上护理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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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住院患者往往合并有情绪低落、心理忧郁等症，在治疗过

程中，护理的作用十分明显。在常规护理中，缺乏对患者心理状况和

不良情绪的护理。因此本次对本院收治的若干患者护理方法进行了分

析，将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本次取我院 1 年之内收治的消化内科住院患者 120 例作为研究

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0例。其中对照组60例，男30例，

女 30 例，最大 58 岁，最小 25 岁，观察组男 31 例，女 29 例。两组

患者的主要患病为胃肠炎和十二指肠溃疡，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方法，主要是针对患者消化内科基本需

求进行身体和疾病护理，保证患者的健康。观察组患者行健康教育干

预，在对照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护理，向护理讲解疾病

的基本知识和治疗过程，提高其治疗信心，缓解不良情绪，并提醒患

者按时和按量服药，护理结果通过计算机记录 [1]。

1.3 观察和评定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的 SDS、SAS 评分及护理满意度，判定标准以患者

的焦虑、抑郁等情绪评分为准，护理满意度 =（非常满意＋满意）/

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用（χ±s）表示，计数

资料检验方法为 t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结果

对两组患者进行不同的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情绪评分。

其中包括 SDS 和 SAS 评分。结果两组患者经过护理后，对照组 SAS

（45.1±3.5）分、SDS（43.2±3.6）分；观察组则分别为（40.1±3.5）

分、（39.2±2.7）分。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2 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非常满意 40 例，满意 20 例，护理满意度 100%，对照组

非常满意 29 例，满意 25 例，不满意 6 例，总护理满意度 90%，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消化内科主要以接收胃肠炎相关疾病患者为主，这类疾病的发

病率高，患病者多为急性 [2]。临床治疗过程中，正确的治疗方法外还

需要联合必要的护理方法。满足现代医患关系变化的需求。人文关怀

是现代医学强调的主要方法，在临床中强调对患者的情绪的安抚和沟

通，以降低其焦虑、恐惧、抑郁等情绪 [3]。健康教育是帮助患者认识

疾病，认识自我、树立自信的主要方法，因此在临床护理中具有重要

作用。通过健康护理使患者认识到疾病的治疗效果，能够正视疾病治

疗 [4]。在本次治疗中，采用对比的方式进行分析，其中对照组为常规

护理，观察组为健康教育护理干预，结果在护理过程中观察组的护理

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具体数据上，观察组非常满意40例，满意20例，

护理满意度 100%，对照组非常满意 29 例，满意 25 例，不满意 6 例，

总护理满意度9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其它研究中，

也对护理效果进行了分析，并且大部分研究表明，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行健康教育护理对于患者护理效果的提高都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健康

教育干预的实现，需要医院组建专业的护理团队，并制定合理的护理

制度和护理方案，对患者行全面的护理 [5]。在医院治疗中，针对患者

的特点进行护理，保证护理积极作用的发挥，促进医院消化内科患者

治疗效果的提高。

综上所述，消化内科住院患者在治疗中联合使用健康教育模式

干预可使其情绪稳定，降低恐惧、焦虑等评分，提高护理满意度，值

得在临床上护理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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