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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随访管理对血液透析患儿

依从性与自我效能的影响

陈文健，鞠萍，任静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脏风湿科，上海，200062)

摘要：目的探讨延续性随访管理对血液透析患儿依从性与自我效能的影响。方法选取40例血液透析患儿作为研

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随机均分为2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模式进行护理，观察组采用延续性随访管理模式进行护

理。3个月后，分析并比较2组息儿的治疗依从性与自我效能感。结果 观察组患儿治疗依从率为95．00％，显著高于对照

组80．oo％(P<0．05)；观察组息儿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对照组(P<O．05)。结论延续性随访管理对血液透析患儿的依从

性与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更为积极，可提高患儿自护能力，有利于患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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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ous follow-up management

on compliance and self-efficacy
in children而th hemodi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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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Renal Rheumatology，Childr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effect of continuous follow-up management on compliance

and self-efficacy in children with hemodialysis．Methods Fony children with hemodialysi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

od，thos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traditional nursing mod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continuous

follow-up management mode．After three months，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elL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Results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95．00％VS．80．00，P<0．05)．Th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self-efficacy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

sion Continuous follow—up management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mpliance and self-efficacy for

children with hemodialysis，which can improve the self-protection ability of children and benefit for

the prognosis of children．

KEY WORDS：continuous follow-up management；children；hemodialysis；compliance；self-

efficacy

血液透析能够替代肾衰竭丧失的清除代谢废

物以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功能¨2|，可

有效延长患儿的寿命，但也会给患儿带来一定不

适。延续性随访管理是指采用电话随访、家庭访

视及构建社会支持系统等形式对回归家庭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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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患者进行随访护理与指导，从而预防或减少

高危患者健康状况恶化‘31。研究‘41发现，延续性

随访管理在预防并发症、控制病情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可有效提高血液透析患儿的自我效能管

理水平与治疗依从性。本研究选取40例血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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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延续性随访管理对血液

透析患儿依从性与自我效能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5年4月q018年4月收治的
40例长期血液透析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将40例

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

组20例，2组患儿均精神状态良好，思路清晰，可

正常交流。观察组中，男12例，女8例；年龄6～

15岁，平均(8．00±2．07)岁；病程0．6～3．2年，

平均(2．03±1．21)年。对照组中男11例，女

9例；年龄6～15岁，平均(8．00±2．19)岁；病程

0．3～3．5年，平均(2．14±1．18)年。本研究已征

求患儿家属同意，并签署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

2组患儿性别、病程、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19>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儿童血液透析护理模

式。嘱门诊规律血液透析，发放血液透析健康知

识宣传手册，每次透析过程中进行相关健康教育

及指导，了解患儿血压、饮食情况等，对患儿实施

基础生活及治疗方面的配合性护理，评估用药依

从性与健康状态，并给予合理膳食指导、健康锻炼

指导及用药方案调整。

观察组：采用延续性随访管理模式，即在对照

组传统护理模式的基础上，再对血液透析患儿加以

延续性随访管理。①每次透析结束后，根据血液

透析患儿情况及亲属情况制定血液透析患者自我

管理表。②制定针对性护理预防措施，并将护理

措施相关步骤告知患儿及亲属(尤其是亲属)，并

进行相关演示与培训。③登记患儿直系亲属的联

络方式，与患儿亲属保持积极联系，对患儿进行

3个月的随访与护理干预，及时了解患儿情况。④

不定时对血液透析患儿亲属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

结果进行护理措施的改善，指导家属照顾患儿，使

血液透析患儿可以得到良好的家庭护理。

1．3观察指标

①治疗依从性的评价标准∞山j：采用

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表对2组患儿出院3个月

后的服药依从性进行评价，将其中的问题设定为

与治疗态度相关的问题。此量表共8个问题，第

1～7题用“是”与“否”作答，“是”记0分，“否”记

1分(第5题为反向计分)，第8题备选答案为所

有时间、经常、有时、偶尔、从不，分别计0、0．25、

0．5、0．75、1分，总分最高为8分，表示依从性较

高，6～7分为依从性一般，6分以下为依从性较

低。②自我效能感评价标准。川：延续性随访管

理3个月后，采用自我效能感评价量表(GSES量

表)评估患儿的治疗信心，量表中共10个问题，

评分最高为40分(表示效能感最高的状态)，其

中<11分表示效能感很低，11～<21分表示效

能感偏低，21～<31分表示效能感偏高，31～

40分表示效能感很高。

1．4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包处理，计

量资料用(戈±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

[n(％)]表示，采用r检验，等级资料则采用秩
和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儿药物治疗依从性比较

护理3个月后，观察组治疗依从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l。

表1 2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n 依从性较高依从性一般依从性较低 总依从

对照组 20 lo(50．00) 6(30．00) 4(20 00) 16(80．oo)

观察组 20 14(70．00) 5(25．00) 1(5．00) 19(95 0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患儿自我效能比较

护理前，2组患儿自我效能感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3个月后，观察组自

我效能感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表2 2组患儿自我效能比较[n(％)]

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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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1967年美国建立了儿童血液透析室，随后儿

童血液透析治疗方式逐渐普及，被应用到不同年

龄的急、慢性肾衰竭患儿的治疗中【8-9]，许多患

儿经过一段时间血液透析治疗后可回归社会。中

国儿童血液透析技术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

由于技术、经验方面存在差距，加上缺少专门从事

小儿透析治疗工作的肾科医生等，目前II"JD透析

治疗主要在成人透析室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方法

可有效延长患者的寿命，但持续性血液透析治疗

也会给患者带来一定不适，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

与生活质量¨0|。肾移植是肾衰竭患儿的最终治

疗目标，血液透析后对患儿实施及时有效的护理，

可以帮助患儿等到肾移植。

在血液透析患者中，儿童是一种特殊群体，对

血液透析患儿应用延续性随访管理，能够进一步

降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提高患儿的生活质

量，减轻血液透析治疗过程中的各种不适感，让血

液透析患儿坚持到接受肾移植¨¨。在延续性随

访管理模式中，医护人员定期进行随访与指导，与

患儿及家属建立良好的关系，不仅可促进血液透

析患儿康复，还可减轻因患儿病情恶化而增加的

家庭经济负担¨2—31，并降低了医院的医护成本，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4‘1 5J。

本研究结果表明，延续性随访管理前，2组

患儿的自我效能感无显著差异，护理3个月后，观

察组血液透析患儿的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

组，且自我效能改善更显著。作为整体护理的一

部分，延续性随访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可将住院

期间的护理内容延伸到家庭与社区，使家属在血

液透析患儿出院后能及时获得卫生保健知识，为

患儿提供最佳的服务。延续性随访管理有效控制

了血液透析患儿的病情，护理效果优于传统护理，

对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及自我效能感均有大幅提升

作用。分析原因，这可能与延续性随访管理对血

液透析患儿后期的长期干预有关。对血液透析患

儿实施延续性随访管理后，观察组患儿的治疗依

从性显著提升，自我效能感也显著改善。但本研

究的样本量较小，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故还有

待加大样本量进一步深人研究。

综上所述，延续性随访管理可有效提升血液

透析患儿的自我效能感及治疗依从性，并减轻患

儿家庭及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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