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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护理对提高终末期肾病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
效果分析 

王  莉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肾病二科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分析营养护理对改善终末期肾病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方法：对照组只进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由专业的

营养师进行科学的护理指导。结果：护理干预后，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营养状况均明显比对照组高（P<0.05）。结论：对终末

期肾病血液透析患者进行营养护理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和营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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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高血糖等疾患发生率的上升,

终末期肾脏病的发生率亦相应上升[1]。所谓终末期肾脏病,常指当

肾脏病变超过第五阶段时就是终末期肾脏病。病人往往会发生肾

脏功能衰竭,这也可以引起尿毒症。而终末期的肾脏病患者,在血

液透析患者期间更易发生呕吐、腹泻、营养不良和皮肤瘙痒等不

良反应；而且由于疾病、家庭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容易出现各

种心理问题，如抑郁、焦虑、抑郁、绝望和叛逆行为，往往会降

低患者的生活质量，个别患者会停止透析甚至自杀[2]。因此，为

了减少患者对血液透析治疗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有必要与科学医疗援助合作。本研究旨在探讨通过营养干预改善

终末期肾病血液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的临床效果。 

1.临床资料 
1.1.研究对象 

选择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我院接受血液透析的 160

例终末期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74 例，女性 86 例，年

龄 51~73 岁，平均年龄（61.5±0.3）岁。160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

验组和对照组。两组的一般数据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纳入标准 

患者临床诊断为终末期肾病并接受血液透析。病人就是支持

实验的病人。病人没有精神病。患者可以毫无问题地进行沟通。

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排除标准 

排除了患有其他主要疾病的患者。排除了患有精神障碍和数

据不完整的患者。排除有沟通的障碍的患者。排除不同意研究方

案的患者。 

2.治疗 
对照组在经过血液透析治疗时行常规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

上，由专业的营养师，护士及病人针对病人情况制定进行科学的

营养搭配及护理。主要措施如下：（1）定期开展营养健康讲座(1

次/月),可邀请饮食控制较佳的病人分享饮食管理经验,鼓励病人

之间互相交流营养护理的心得与体会。（2）膳食管理干预:由专门

的营养师根据患者状况,提出营养方案来对病人的每日膳食实施

科学的护理与干预,并坚持高蛋白质、高能量、低脂、低盐的膳食

原则,并与微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要严格

按照少食多餐的原则。（3）营养教育：与患者面对面交流、组织

患者交流会、玩视频游戏、分发健康教育手册等方式进行患者健

康教育。 

3.疗效观察 
观察患者的情绪功能、心理健康、生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等关

键生活质量得分。随后，采用问卷调查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 

3.1 疗效评价方法 

对两组患者的情绪需求、心理状态、身体不适，睡眠质量，

饮食，社会认知及营养状况等进行了分析。评分越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越高。对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进行了分析。问卷

评价满意，90-100 分，非常满意：75-90 分，比较满意；60~75

分，基本满意，<60 分，不满意。 

3.2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测量数据以标

准偏差（x）表示，并使用 t 检验 s；计数数据以百分比（%）表

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结果 
4.1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睡眠质

量，饮食，情绪需求，心理状态，社会认知及营养状况评分明显

比对照组高，且两组评分对比有明显差异（P ＜ 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对比（ x ±s，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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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

数 

睡眠质

量 
饮食 

情绪需

求 

心理状

态 
社会认知 营养状况 

实验

组 
80 

14.99

±3.61 

13.79±

3.52 

14.98±

4.13 

15.34±

475 

14.49 ±

4.29 

24.62±

3.17 

 

对照

组 
80 

12.26

±3.02 

13.38±

3.13 

12.22±

3.09 

12.09±

3.62 

13.25 ±

3.27 

20.03±

2.01 

t  7.1043 0.645 5.3529 5.5817 9.6151 
3.03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4.2 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  护理满意度实验组的

护理满意度为 97.5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5.00%(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80 68（85.00）10（12.50）3（3.75） 0（0.00） 77（97.50）

对照组 80 35（43.75）17（21.25）11（13.75）19（23.75） 50（65.00）

X2 - - - - - 46.308 

P - - - - - <0.05 

5.讨论 
对终末期肾脏病患者开展血液透析治疗可以延缓病情发展,

并在延长病人寿命方面起到很大效果[3]。但是,由于病人在进行血

液透析治疗的期间易产生蛋白质性营养不良,这将严重危害患者

的心理健康和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强化对病人在科学医疗护理

中的干预,尤其是通过提高病人的营养管理水平,对改善病人的生

活质量和提高预后水平有着意义[4]。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实验组病

人开展了科学营养护理工作,一是通过强化对病人的科学营养教

学,让病人掌握了终末期肾脏病理和血液透析的有关理论知识,进

一步明确了营养不足对病情的影响,使病人可以在此基础上,为病

人进行有针对性的营养护理,并结合了病人的人体机能与营养指

标。本研究的结果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评分，营养状况评分和

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也表明营养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患

者的营养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总之，对终末期肾病血液透析患者进行营养护理有助于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和身体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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