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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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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慢性肾脏病"

8c#

%管理模式用于
8c#

伴高尿酸血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住院诊断为
8c#

伴高尿酸血症患者
&&,

例!随机分为
8c#

管理组
)/

例!对照组
):

例!两组均采用常规药物治疗!

8c#

管理组在此基础上实施
8c#

管理模式&观察患者尿酸控制水平'生活方式改

变情况!进行
;

个月随访&结果
!

8c#

管理组尿酸控制水平'生活方式的改变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结论
!

8c#

管理模式用于
8c#

伴高尿酸血症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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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成人慢性肾脏病$

8c#

&发病率达
&*(/<

#与

发达国家相近)

&

*

+高尿酸血症是
8c#

发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

'

*

#也是
8c#

的致病因素)

+

*

#长期高尿酸血症会导致肾功能

进行性恶化#然而肾功能恶化造成尿酸排泄障碍#进一步加重

高尿酸血症+因此#积极控制尿酸水平#延缓肾功能恶化进程

是
8c#

管理中需要积极面对的问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导

致近年来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

*

#改变患者饮

酒,高嘌呤饮食等习惯#能很好地控制尿酸水平+本中心对

8c#

伴高尿酸血症患者进行慢病管理#提高患者知识水平#改

变生活方式#使患者进行自我管理#现已取得一定成效#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肾内

科诊断为
8c#

且尿酸值高的
&&,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随机分为
8c#

管理组
)/

例#对照组
):

例+

8c#

管理组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e&+(;'

&

岁%小学及以下学历
&&

例#中学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

8c#

分期中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

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e&.(/.

&岁%小学

及以下学历
&;

例#中学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

8c#

分期中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两组患者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8c#

分期构成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G

%

*(*)

&#具有可比性+

$(/

!

8c#

管理组纳入标准
!

$

&

&符合
8c#

诊断标准%$

'

&尿

酸值男性大于
.'*

-

H=A

"

0

,女性大于
+;*

-

H=A

"

0

%$

+

&能长期

在肾病专病管理门诊进行复诊+排除标准!$

&

&失访大于
+

个

月%$

'

&进入终点事件!透析,移植,死亡等+

$('

!

方法
!

医生根据患者情况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组给

予常规健康教育+

8c#

管理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

8c#

管理+$

&

&建立患者健康档案#评估患者饮食情况与生活

方式#分析患者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方

案#包含健康教育计划表,饮食计划#其中严格禁止患者食用高

嘌呤食物#如海鲜,啤酒,荤汤,动物内脏等+$

'

&指导患者定期

在肾病专病管理门诊复诊#复诊时再次评估患者的认知和行为

方式#针对患者病情变化和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情况对其进行

健康教育#内容包括!饮食指导,生活指导,运动指导,药物指

导,心理疏导等+$

+

&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每月组织一次患者健

康教育知识讲座+$

.

&通过电话,微信,网络等方式多方位了解

患者病情变化#接收患者的咨询和建议#使患者得到及时,正确

的指导+$

)

&定期进行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的管理#评价患者

用药,饮食,运动,遵医行为,心理等自我管理情况+$

;

&两组患

者随访
;

个月+

$(1

!

观察指标
!

检测每组患者血清尿酸值水平#评估患者生

活方式#包括饮酒,高嘌呤饮食,运动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IW>L8AJK

!

W@

O

'*&)

!

-=A(&'

!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922&,(*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eI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D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Y*(*)

为检验

水准#

G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尿酸水平比较
!

8c#

管理组患者干

预前尿酸水平为 $

)++(''.e,+(:',

&

-

H=A

"

0

#干 预 后 为

$

.';()/;e//(*:*

&

-

H=A

"

0

%对照组干预前为 $

)&+(+*)e

,:(//*

&

-

H=A

"

0

#干预后为$

)'.(+''e&&'(**;

&

-

H=A

"

0

#两组

患者干预前尿酸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经
;

个月的慢病管理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方式比较
!

8c#

管理组生活方

式$吸烟,饮酒,高嘌呤饮食,运动&有明显改善#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见表
&

+

表
&

!

两组生活方式情况比较&

*

(

组别 时间 吸烟 饮酒 高嘌呤饮食 运动

8c#

管理组 干预前
+/ .& )& &;

干预后
'&

@

&/

@

&)

@

+.

@

对照组 干预前
+. .+ ). &+

干预后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G

&

*(*)

+

'

!

讨
!!

论

!!

慢病管理是指组织慢病专业医生及护理人员#为慢病患者

提供全面,连续,主动的管理#以达到促进健康,延缓慢病进程,

减少并发症,降低伤残率,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并降低医药

费用的一种科学管理模式)

)

*

+本院率先在西南地区成立
8c#

管理中心#运用慢病管理模式对患者进行系统化,长期化,规范

化的管理#从饮食,营养,运动,正确服药,心理护理等多方面对

患者进行指导#并通过多随访途径定期进行跟踪指导,效果评

估,计划调整#以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和依从性#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最终达到延缓
8c#

进程的目的+通过
8c#

管理#增

强了
8c#

患者的健康理念#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

*

#去除影响

健康的不良行为等+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善健康状况#延缓

8c#

进程#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医疗费用)

,

*

+

尿酸沉积在肾脏会加重肾损伤)

/

*

#所以在
8c#

管理中重

视对高尿酸血症患者尿酸的控制#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低嘌呤

饮食等途径控制尿酸水平+本研究结果显示#

8c#

管理组尿

酸控制水平,生活方式改变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G

&

*(*)

&+通过
8c#

管理#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与其进

行一对一的健康教育#为患者设定戒烟戒酒目标#告知各种食

物中嘌呤水平#教会患者食物交换份的计算方法#定期监测生

化指标,根据指标变化情况适时改变饮食控制方案,定期随访,

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最终改变患者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

综上所述#

8c#

管理模式的建立#能使
8c#

合并高尿酸

血症患者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控制尿酸

水平#进而控制
8c#

的进展+但
8c#

管理模式用于
8c#

伴

高尿酸血症患者的长期效果还需进一步观察#希望在以后的工

作中能联合多学科共同研究#以达到满意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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