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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病例与分组 

选取2018年6月－2019年6月我院慢性肾衰竭维

持性血液透析患者80例，纳入标准：选取维持血液

透析患者，治疗时间≥3个月；具有使用智能手机及

微信能力；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严

重心、脑、肺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严重全身性疾

病；恶性肿瘤；精神或意识障碍。按照随机抽查法

分为2组，其中对照组39例，观察组41例。对照组男

20例 ， 女 19例 ； 年 龄 35~75岁 ， 平 均 (58.69±7.89)

岁；血液透析治疗时间5个月~5 a，平均(2.14±0.74) 

a。 观 察 组 男21例 ， 女20例 ； 年 龄35~75岁 ， 平 均

(59.10±7.84)岁；血液透析治疗时间6个月~5 a，平

均(2.21±0.78) a。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血液透

1　资料和方法维持性血液透析是慢性肾衰竭最重要、有效的

治疗方案，可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但身体及精神压

力均较大，易产生负性情绪，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
[1]降低 。临床应在血液透析基础上配合有效护理手

[2]段，保证患者在院外可获得持续性专科护理 。微

信平台的延伸护理服务是利用互联网微信APP平

台，及时沟通与传递患者病情信息，实现新型延续

性护理，利用群聊、公众号等网络服务简化传播与
[3]交流渠道，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本研究选取我院

慢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80例，旨在探讨微

信平台的延伸护理服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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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微信平台延伸护理在维持性血液透析中作用。方法   80例慢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39例)和观察组(41例)，分别采用常规护理或常规护理联合微信平台延伸护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自我护理能力测定表(ESCA)、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及Spitzer生活质量指数表(SQOL)比较

两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自护能力、睡眠质量、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SAS、SDS、PSQI评分低于

对照组(P<0.01)，而ESCA、SQOL评分及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   微信平台延伸护理可缓解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负性情绪，提高自护能力，改善睡眠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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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ole of WeChat platform extended care in self-caring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MHD). Methods  Eighty MHD patients due to chronic renal failu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n=39) and observation (n=41) groups, and received routine care or routine care plus WeChat platform 

extended care. The anxiety, depression, self-caring ability, sleep quality,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evaluated 

by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Exercise of Self-Care Agency Scale (ESCA),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Scale (PSQI) and Spitzer Quality of Life Index (SQOL) and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SAS, SDS and PSQI scores were lower (P<0.01), while ESCA, SQOL scores and satisfaction 

were higher in observation group (P<0.01). Conclusion WeChat platform extended care can relieve negative emotion and 

improve self-caring ability,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HD patients. 

Key words: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WeChat platform; extended nursing; quality of life

113
广 东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第 39 卷第 1 期

2021 年 2 月

Vol. 39  No. 1
Feb. 2021



观察组ESCA评分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2。

2　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SAS、SDS评分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析治疗时间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评估焦虑抑郁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4]评分) 评估，总分0~100分，<50分为正常；抑郁情

绪，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评估，总分0~100 

分，<53分为正常。(2)自护能力：采用自我护理能
[5]力测定表(ESCA评分) 评估两组自护能力，包括自

我概念(0~32分)、自我护理技能(0~44分)、自我责任

两组患者均给予维持血液透析治疗，每周2~3

次，每次4 h，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即进行健康宣

教，讲解血液透析原理、安全性、可行性等；安排

透析计划，并在加强生命体征监测，出现异常及时

处理；并针对患者负性情绪给予适当鼓励安慰；进

行电话随访1次/周，家访1次/月。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采用微信平台的延伸护理，具体方法如下：(1) 

建立医护患微信群，包括主治医师1名、护士长1名、

责任护士6名及患者，医师负责疾病治疗问题，护士

负责疾病常识解答。(2)实施延伸护理服务： ①出院

前告知患者疾病相关疑问可在微信群内进行咨询，

并嘱咐家属陪伴、照顾，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知医

护人员；②于每天上午8: 00在微信群中提醒患者在

满足基本能量需求基础上，遵循低脂、低盐饮食原

则，并禁止滥用药物；③收集并整理慢性肾衰竭及

血液透析病因、临床表现、生活注意事项，并于每

周一、三、五上午9:00发至微信群中，方便患者及

家属学习；④每周日晚8: 00在微信群中以视频形式

为其讲解疾病知识，并解答其疑问，提高其认知程

度，并针对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进行疏导缓

解，提高其治疗信心及自我认知；⑤充分了解患者

睡眠习惯，并鼓励其进行散步、快走、太极拳等有

氧运动，据此讲解合理科学性睡眠方法，并制定运

动-休息-睡眠时间表，并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进行

监督管理，养成良好生活习惯；⑥创建“肾衰竭血

液透析”公众号，并每周四发布日常生活测试、相

关药物作用、家庭保健、服药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

的测试，并根据测试内容针对个体性差异进行相应

健康教育。两组均延续护理6个月。

感(0~20分)、健康知识水平(0~64分)，分数越高，自

我护理能力越强。(3)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

量量表(PSQI)[6]评估，总分0~21分，分数越高，睡

眠质量越差。(4)生活质量：采用Spitzer生活质量指

数(SQOL评分)[7]评估，总分0~10分，分数越高生活

质量越好。(5)护理满意度：采用纽卡斯尔护理服务

满意度量表(NSNS评分)[8]评估，包括非常满意、满

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总满意度=(非常

满意例数+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n 
2(%)表示，行χ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 t 检

验；等级有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0.05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2　ESCA评分 

护理后观察组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SQOL评

分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3。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

4。

1.4　统计学处理

2.3　PSQI、SQOL评分 

2.1　SAS、SDS评分 

3　讨论

慢性肾衰竭是由于实质性肾损伤，肾功能出现

不可逆衰退，引起酸碱失衡、水电解质失调，代谢

产物潴留，维持性血液透析是临床治疗主要方案，

1.2　方法 

2.4　护理满意度 
1.3　观察指标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41

39

SAS

a34.52±4.62

46.35±4.78

SDS

a32.41±3.32

39.34±4.20

表1　两组SAS、SDS评分对比 (x±s，分)

a与对照组比较： P<0.01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41

39

自我概念

a28.56±2.89

24.69±2.95

自我护理技能

a40.25±3.59

32.96±3.24

自我责任感

a17.57±2.14

14.45±2.38

健康知识水平

a58.85±4.49

51.21±5.01

表2　两组ESCA评分比较 (x±s，分)

a与对照组比较：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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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延长生存时间。

微信平台的延伸护理服务可利用微信中视频、

图片等多种功能提供医疗护理信息，从而进行及时

准确的传递病情及护理服务，与常规护理比较，具
[9] [10]有快捷性、及时性等优势 。韩晓苇等 研究表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41

39

PSQI评分

a8.52±3.04

14.29±2.47

SQOL评分

a8.47±0.66

6.38±0.79

表3　两组PSQI、SQOL评分对比 (x±s，分)

a与对照组比较： P<0.01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41

39

非常满意

23(56.1)

19(48.7)

满意

16(39.0)

11(28.2)

一般

2(4.9)

5(12.8)

不满意

0

3(7.7)

非常不满意

0

1(2.6)

总满意度

a39 (95.1)

30(76.9)

表4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例(%)

a与对照组比较： P<0.01

[3] 陈丽平. 基于微信平台的延伸护理服务对慢性肾小球肾炎

患者院外疾病知识认知度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J]. 河

南医学研究, 2019, 28(15): 2865-2867.

[8]  吴军,朱俊玲, 刘文斌, 等. 患者性别角色与护理服务满意

度 现 状 调 查 及 相 关 关 系 探 讨 [J]. 中 国 性 科 学 , 2019, 

28(10): 157-160.

[10] 韩晓苇, 吴宗壁.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睡眠障碍相关因素

及 中 医 安 神 干 究 进 展 [J]. 中 华 现 代 护 理 杂 志 , 2019, 

25(16): 2105-2108.

明，持续性血液透析患者治疗过程中精神心理压力

较大，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出现睡眠

障碍，自护能力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微信平台的延伸护理服务，结果显示护

理后观察组SAS、SDS评分低于对照组，ESCA评分

高于对照组(P<0.01)。微信平台的延伸护理可进行微

信群聊、公众号、视频等多种方式进行疾病、药物

知识讲解，并针对性解答患者疑问，针对其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进行疏导缓解，提高患者认知及治

疗信心；并通过视频直观性指导患者护理技能，培

养其自我责任感，并收集整理血液透析病因表现

等，在公众号中测试其知识掌握程度，进一步整体

上提升其自护能力。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护理后观

察组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SQOL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1)。通过充分了解患者睡眠习惯，并鼓励患者

进行适当有氧运动，提示其足够睡眠的重要性，制

定合理科学睡眠时间表，提升睡眠质量，养成良好
[11]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观察组护理满意

度95.1%，高于对照组的76.9%(P<0.05)。微信平台

的延伸护理服务能有效缓解患者负性情绪，并提高

睡眠质量，生活舒适度及质量均较高，能提升护理

满意度。但微信平台易受到网络限制，且老年患者

不善于使用智能手机，应鼓励家属创造条件，配合

护理服务。

综上所述，微信平台的延伸护理服务应用于慢

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能缓解负性情绪，提高自

护能力，改善睡眠与生活质量，且护理满意度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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