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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行为护理在肾内科血液透析患者中的护理效果
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彦霖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血液净化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探索肾内科血液透析患者开展情绪行为护理对自身病症康复以及生活产生的影响。方法：筛选我院收治的肾内科血液透析患
者（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均于 2021 年时间段入院诊治，以盲信封方式随机抽取 40 例，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剩余纳入观察组开展情绪
行为护理，观察患者情绪变化以及生活质量变化。结果：干预前患者情绪评分（SAS、SDS）无对比（P＞0.05）。干预后观察组评分降低幅度更
大，差异显著（P＜0.05）。干预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差异显著（P＜0.05）。结论：肾内科血液透析患者行情绪行为护理可改善患者心
理状态，消除负面情绪，降低治疗对患者产生的副作用，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有助于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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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将以医院收治的 80 例患者为对象，分析护理干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我院 2021 年阶段收治的肾内科血液透析患者（80 例）开展研

究，以盲信封方式随机抽取 40 例，对照组 40 例，年龄跨度 33-72 岁，

年龄均值（57.45±2.11）岁，观察组 40 例，年龄跨度 34-71 岁，年龄均

值（57.28±2.10）岁，纳入标准：(1)全部患者＞30 岁；(2)患者病例资料

完整；(3)患者及家属同意。排除标准：(1)患者存在精神障碍；(2)患者存

在其他类型病症，两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指导患者了解病症，开展健康宣教，监测

生命体征。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开展情绪行为护理：评估患者心理特征，制定心理护理计

划，与患者合理交流，适当引导患者主动交流，倾听患者诉说，改善

患者心理不良情绪。积极开展讲座，引导病友间交流，处提升患者治

疗自信心，讲解疾病各项注意事项与危险因素。开展行为护理，指导

患者饮食控制，不得过饱或过晚，控制钠盐摄入，提升蛋白质摄入量，

制定个性化饮食计划，纠正患者不良行为习惯，引导患者适当锻炼，

提升机体免疫力。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情绪变化，以 SAS、SDS 焦虑抑郁评价量测

评情绪，以 50 分为节点，量表＞50 分，焦虑抑郁（分值升高-情绪

变差），量表＜50 分，健康（分值越低-情绪变好）。 

（2）观察患者生活质量，以 SF-36 健康调查量表测评，量表七

个维度筛选四个（生理状态、心理状态、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均

从 0 分-100 分，表示质量由低到高。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4.0 统计，以均数±标准差（ s±x ）计量，t 验证统计学

分布，P＜0.05 说明差异符合分布。 

2 结果 

2.1 患者心理情绪情况对比 

患者情绪评分（SAS、SDS）干预前无差值（P＞0.05）。观察组

干预后评分降低幅度更大，差异显著（P＜0.05），如表 1。 

表 1 患者情绪评分（ s±x ，分） 

SAS 评分（分） SDS 评分（分） 组别 

（n=40）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6.19±4.17 42.76±3.46 58.31±3.50 42.41±4.16 

对照组 56.16±4.19 47.35±3.42 58.32±3.52 49.55±4.14 

t 0.246 11.686 0.238 13.162 

P 0.855 0.000 0.876 0.000 

2.2 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干预后观察组质量评分更高，差异显著（P＜0.05），如表 2。 

表 2 患者生活质量（ s±x ，分） 

组别（n＝40） 生理状态 心理状态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观察组 87.29±2.58 89.88±2.38 88.52±2.44 86.72±2.22 

参照组 72.32±2.77 73.31±2.64 70.95±2.62 73.19±2.35 

t 15.214 17.452 19.700 13.618 

P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临床上一种常见治疗方式，可有效控制病症进展，保

证电解质平衡，净化血液，但该治疗容易造成患者出现负面情绪[1]，

影响心理健康，通过情绪行为护理可有效改善其副作用，提升患者依

从性，树立正确认知，纠正患者不良行为，应用价值显著[2]。 

本次研究结果中，患者情绪评分干预前（SAS、SDS）无差值（P

＞0.05）。观察组干预后评分降低幅度更大（P＜0.05），说明该干预

护理可改善患者心理情绪，消除负面情绪因素，帮助患者树立自信心，

主动配合治疗。干预后观察组质量评分更高，差异显著（P＜0.05），

说明通过护理可有效改善患者生活水平，降低病症对患者生活影响，

有助于患者康复。 

综上所述，肾内科血液透析患者开展情绪行为护理可改善自身情

绪，提升治疗信心，改善患者生活水平，优化依从性，有助于患者治

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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