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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在首次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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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首次诱导血液透析患者的护理方法%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血液

净化中心收治的首次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
5%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

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加强心理干预措施%比较干预
*

个月后
)

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护理满意度(依从性(置

管穿刺成功率(抑郁及焦虑自评量表评分%结果
!

通过实施心理干预!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得分(穿刺成功率(依

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患者抑郁(焦虑评分及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对首次血液透析患者实施心理干预!能有效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帮助患者调整

不良的情绪!降低透析并发症的发生率%

"关键词#

!

心理干预#

!

首次诱导#

!

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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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目前治疗肾功能不全的主要有效方法之一+

$

,

*

美国肾脏病质量中心根据肾小球滤过率的不同将慢性肾脏病

分为
-

期#达到透析指征的患者#应提前做好血管通路的准备#

越早进行透析治疗效果越好+

)#*

,

*诱导透析是指患者从首次透

析开始到规律性透析的过程#一般需要经历
)

'

*

个月#才能从

心理)生理上过渡到逐渐适应+

=

,

*随着医学模式的发展#护理

模式从0以疾病为中心1转变为0以患者为中心1*本院血液净

化中心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进行首次诱导血液

透析的
=5

例患者实施心理干预#使患者在生理)心理及社会等

各方面达到最佳状态#顺利适应长期的维持性透析治疗#取得

满意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血液

净化中心收治的首次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
5%

例#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5

例*观察组
=5

例#其中女
),

例#男
)5

例%

年龄
*1

'

1.

岁#平均$

=.+,\=+*

&岁%原发病类型包括慢性肾

小球肾炎
$5

例#狼疮性肾病
)

例#高血压肾病
$%

例#糖尿病肾

病
$,

例*对照组
=5

例#其中女
)*

例#男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

&岁%原发病类型包括慢性肾小球肾炎
$1

例#高血压肾病
$-

例#糖尿病肾病
$.

例#多囊肾
$

例*所有患

者均诊断为慢性肾衰竭终末期#神志清楚#无精神疾病#行首次

血液透析#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排除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者#

听力)语言沟通障碍者#肾脏恶性肿瘤需要手术患者及拒绝接

受血液透析治疗者*

)

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B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护

理基础上加强心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

$+/+$

!

透析前的心理疏导
!

多数被确诊为尿毒症的患者#对

疾病缺乏认识#尤其对血液透析的目的)原理)方法了解甚少#

一旦得知目前仅能靠透析才能延续生命时#心理会受到极大的

冲击#容易持有怀疑否认的心理#接受治疗的意愿低*为此#可

以在首次透析前
$

'

)

周进行访视#通过耐心倾听了解患者的

一般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关系)心理状态

和对疾病的感知)态度)应对方式*然后运用专业医学知识#认

真解答患者的疑问#让患者充分认识到#慢性肾衰终末期#任何

物理化学的方法都不可能使其恢复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血液

透析即人工肾#能替代人体肾脏部分功能#快速缓解各种临床

症状*透析费用也是患者和家属都关注的话题#工作人员应详

细地宣传医保报销)个人支付政策#并协助困难群众申请补贴#

让患者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多介绍透析时间长)生活质量高的

病例#让患者充满战胜病魔的信心*只有对该疾病正确认知#

才能提高接受治疗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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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析中的心理护理
!

首次透析患者因对环境不熟悉和

治疗过程缺乏体验#常常产生紧张)恐惧感*护士应热情接待#

对患者礼貌诚恳#简单介绍透析室环境和工作人员情况#可能

出现的并发症及防治措施#消除患者的陌生感*治疗室保持整

洁)舒适)安静)安全#冷暖适宜温度在
))

'

).`

#定时开窗通

风#空气清新*护理的工作流程有条不紊#操作技能娴熟能创

造安全的治疗氛围#更加能取得患者的信赖+

.

,

*血管穿刺由经

验丰富)技术过硬的护士承担#力争做到一次成功减轻患者痛

苦*中心静脉置管时#主管护士应陪伴在患者身旁#使患者感

觉亲人就在身边#以增加安全感*置管后肢体活动受到一定限

制#可给予局部轻柔按摩减轻不适#帮助患者适当更换体位增

加舒适度*密切巡视患者病情变化)机器参数设置)体外循环

情况#早期干预减少机器报警*每
,+-E

主动关心患者感受#

满足生理和心理需求*观察组中有
-

例发生轻度的失衡综合

征#患者主要表现为头痛)恶心)呕吐#但对治疗与护理措施积

极配合#圆满完成首次透析*

$+/+'

!

透析后的关怀照顾
!

焦虑)抑郁是透析后患者普遍的

心理反应*治疗完成后
)=E

内#可以采用电话回访和护理查

房的方式#关心尊重患者的感受#提供透析间期饮食)运动)血

管保护等知识*透析间期指导患者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去人

多密集的场所#平时多进行户外锻炼#如!散步)慢跑)体操等有

助于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少尿者饮食上适当控制水分摄入#

饮水量以前一天尿量加
-,,8"

为宜#少吃水果*预防上呼吸

道感染和高血钾的发生*中心静脉置管患者如有体温发热)穿

刺部胀痛等情况#应及时就诊*主动与患者家属沟通#鼓励家

属参与到治疗与护理过程中#因为透析患者更需要亲人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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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关怀)生活上的督导和良好的家庭休养环境#对维护病情

稳定非常重要*定期组织健康知识讲座#不断提高患者自我管

理水平*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对透析患者的身心健康具有直

接保护作用+

1

,

*

$+'

!

观察指标
!

比较
)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并发症的发生率)

依从性)置管穿刺成功率)抑郁及焦虑自评量表评分结果*$

$

&

护理满意度!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满分
$,,

分#其中包括透

析环境)服务态度)操作技能)健康教育及沟通能力
-

项指标#

每项
),

分#非常满意为分数不低于
5,

分#满意为
%,

'

%5

分#

不满意为
1,

'

15

分#患者的满意度
<

$非常满意
i

满意&"总例

数*$

)

&比较
)

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负性情绪情况#采用焦虑

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评分#两个量表其结构及评分方法相

似#各含有
),

个项目#均分为
=

级评分#总分乘以
$+)-

取整

数#即是标准分#分界值为
-,

分#分值越小越好#评分值越高#

说明抑郁焦虑存在越严重#标准分大于
-*

分则表示患者有焦

虑抑郁症状#需要接受心理干预*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44$5+,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

以
1\'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以
!

<,+,-

为检验水准#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护理干预前后
)

组患者负性情绪改善情况比较
!

干预前

)

组患者抑郁及焦虑情绪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经护

理干预后观察组抑郁自评量表及焦虑自评量表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干预前后
)

组患者负面情绪比较%

1\'

'分&

组别
%

抑郁自评量表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 --+*)\-+.- =1+$$\-+$*

G

-.+*1\-+)$ =.+*.\.+$$

G

观察组
=5 --+*-\-+.$ =,+$.\-+)*

GQ

-.+**\-+)- *5+$-\-+%5

GQ

!!

注!与干预前比较#

G

B

%

,+,-

%与对照组比较#

Q

B

%

,+,-

*

/+/

!

)

组患者诱导透析调查结果比较
!

观察组依从性)护理

满意度)置管穿刺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

&%并发症发生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诱导透析情况比较*

%

%

T

&+

结果 观察组 对照组

依从性
=-

$

5)

&

*-

$

1$

&

置管穿刺成功
=1

$

5.

&

=,

$

%)

&

护理满意度
=1

$

5.

&

=,

$

%)

&

并发症
-

$

$,

&

$,

$

),

&

'

!

讨
!!

论

众所周知#情绪可以致病#同时也可以治病*透析患者是

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心理因素对患者的生存质量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

*当慢性肾衰竭终末期患者进行首次诱导透析时#会

出现各种思想问题和心理障碍#以致影响治疗配合而延误病

情*心理护理干预是血透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根据患

者不同的心理特征进行干预#深刻体现了0以患者为中心10以

人为本1的护理服务理念#使患者在社会)心理及生理各层面降

低了不愉快的程度+

5

,

*

据文献报道#首次诱导血液透析患者常有以恐惧)焦虑为

主的负性情绪#会出现伴有自我感觉不良)自我评价低及对生

活失去信心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

,

*通过专业

护理小组针对患者的个性心理特征实施有目的)有计划地干

预#能帮助患者调整不良情绪#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

主动配合治疗*对首次透析患者实施心理护理#能使患者达到

最大程度的身心愉悦#积极乐观地面对疾病#同时也促使患者

身体康复*主要是通过对患者提供舒适的护理环境#对其不良

心理情绪及时疏导#指导科学合理的饮食与运动#让患者在身

心愉悦的状态下接受治疗*其次做好患者家属的沟通宣教非

常重要#社会)家庭的支持和理解能明显减轻患者心理压力#提

高患者自身的生活质量*本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依从性)置管穿刺成功率及透析并发症的发生率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通过对首次血

液透析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观察组
=5

例患者均顺利渡过

诱导期#进入维持性规律透析治疗#达到了预期的治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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