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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服务应用于血液透析护理工作中的效果分析 
吕霄亚  韩哲  李晓宁  王萍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目的 探究在进行血液透析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应用人性化护理服务的护理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1 月本院收治的血液透析患者 88 例，使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各 44 例。对照组在护理工作中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护
理工作中采用人性化护理服务，对比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护理方式后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结论 采用人性化护理服务进行血液透析患者的护理工作，与常规护理方式相比更能有效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良好护理效果，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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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在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具有重

要价值，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利用对流和弥散作

用对患者血液内的有毒物质进行清除从而能达到净化患者血

液的治疗目的[1]。血液透析在临床的应用过程中不但能保证患

者的临床症状可以得到有效改善，同时对延缓患者的生存周

期也具有重要帮助。为了有效提高整体的护理工作质量，下

面本文将以本院收治的 88 例血液透析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

人性化护理服务的应用效果做一个研究，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1 月本院收治的血液透析患

者 88 例，使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各 44 例。对照组年

龄 41~75 岁，平均（64.21±3.32）岁，病程 1~3 年，平均（1.51

±0.32）年，男患者 28 例女患者 16 例；观察组年龄 42~74

岁，平均（63.19±3.20）岁，病程 1~4 年，平均（1.60±0.21）

年，男患者 26 例女患者 18 例；经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患者的护理工作，其中就

包括在护理过程中的健康宣教以及心理疏导等工作。 

1.2.2 观察组 

观察组采用人性化护理服务进行患者的护理工作，具体

护理内容如下： 

（1）健康教育护理：在进行健康教育护理中需要对患者

进行血液透析知识的详细介绍，通过为患者说明在透析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相应的处理方法，保证患者的顾

虑能得到有效消除，使患者能积极配合护理人员工作。同时

在工作过程中可以积极开展新老患者联谊会等活动，通过在

联谊会中鼓励新老患者互相分享抗病经验，有效增加患者的

自我调节能力以及健康意识。 

（2）加强护患沟通：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采

用礼貌性用语，同时需要应用慰藉性以及鼓励性的语言对患

者进行关怀，通过体贴的护理工作从而有效降低护患纠纷问

题的发生。 

（3）营造良好的护理环境：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

为患者营造一个良好的住院环境，这就要求护理人员需要对

患者病房内的温度以及湿度进行有效控制，还需要注重病房

的通风，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在护理过程中要注意室内光

线，实现对患者的情绪进行有效改善，还需要对病房周围的

声音进行有效控制，有效避免声音以及光线对患者造成刺激，

从而实现对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进行有效缓解，这要对

加速患者康复具有重要帮助 

（4）专科护理工作；对专科护士的血液透析操作以及氧

气吸入等进行细化培训工，从而保证护理工作能更加的标准

化。要求在透析之前保证患者采用舒适的仰卧位，从而有效

避免患者穿刺部位大幅度活动。在血液透析过程中需要对患

者的意愿进行征集，通过与患者进行交流有效转移患者的注

意力，在透析结束后需要协助患者进行缓慢行走，并且在护

理中需要进行意见的征集工作，实现对护理工作进行持续改

进。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护理方式后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进

行比较，其中生活质量包含情感指数、情感得分、健康指数

以及生活满意度等 4 个方面。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0 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使用 x ±s 表

示计量资料，采用 t 值检验，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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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sx ± ） 

组别 n 情感指数 情感得分 健康指数 生活满意度 

观察组 44 9.14±1.31 57.32±5.75 11.83±1.97 9.29±1.56 

对照组 44 5.63±1.01 38.91±5.27 7.74±1.49 5.45±1.17 

t 值  14.075 15.657 10.984 13.062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血液透析在临床的应用过程中，主要应用半透膜原理，

经过扩散的方法将血液内有害物质、其他多余代谢物以及过

多的电解质移除到患者体外，从而能达到对患者的血液进行

净化的目的[2]。通过实现患者血液酸碱以及水电解质的平衡，

从而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血液透析患者由于生理以

及心理上存在很大差异，同时部分患者对血液透析的效果存

在误解，这就导致患者容易出现诸多负面情绪，这会对患者

的治疗依从性造成严重影响[3]。 

个性化护理作为现代医学中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其中

在护理过程中其核心在于对患者进行尊重，实现对患者的利

益进行有效维护，同时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通过将责任心

以及爱心在护理过程中进行有效融入，从而能为患者提供心

理、精神以及情感上的人性化护理服务，这对提高整体的护

理质量具有重要帮助[4]。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在进行血液

透析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应用人性化护理服务，可以有效改

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不但能有效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信心，

同时还能有效增加患者的依从性，从而能有效提高整体的护

理质量。 

综上所述，应用人性化护理服务进行血液透析患者的护

理工作，与常规的护理方式相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有效增加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依赖性，这对避

免护患纠纷以及提高护理效果都具有重要帮助，具有突出的

临床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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