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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评价跨理论模型对血液透析患者体质量管理'血清磷水平'负性情绪和生存质量的干预效

果&方法
!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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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数据库!搜集有关跨理论模型对血液透析患

者护理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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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入研究进行筛查并评价!应用
/S]&K<!(*

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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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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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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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献!接受跨理论模型护理干预的患者与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相比!体质量控制稳

定)加权均数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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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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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理论模型的护理干预可以

控制血液透析患者的体质量及血清磷水平!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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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病治疗的有效方法!改善患

者的血液透析效果!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是临床护理

工作的重点"跨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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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行为分阶段转

变理论!其对个体行为改变过程及发生改变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阐释!并根据行为改变的规律!在不同的阶

段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进而帮助个体构建健康的行

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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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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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戒烟#

戒酒#规律运动#体质量管理#慢性病防治等健康促进

领域!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的

应用多集中于自我管理#饮食控制#透析充分性#遵医

行为#认知水平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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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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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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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血液透析患者的干预效果!以期为临床

护理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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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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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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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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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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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公开发表的涉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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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血液透析患

者进行护理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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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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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制订纳入文献的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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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为病情

稳定且规律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年龄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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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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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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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涉及体质量管理#血清磷水平#负性

情绪#生存质量中的任意一项或多项"排除标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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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获取全文#信息不全或有误#内容相似或重复报道

的文献"

!("

!

检索策略
!

检索
-CY>VK<S

图书馆未发现相关

的系统评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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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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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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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法!配

合手工检索!进行反复预检筛查!进一步通读题目#摘

要#全文!剔除不符合文献后纳入相关原始文献!必要

时追踪获得文献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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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

由两个研究员根据纳入

和排除标准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并应用统一表格整理

纳入研究的相关信息!内容包括研究的基本资料#抽

样方法#样本量#干预方法#干预时间#结果数据#研究

对象失访情况#统计学方法等"若研究含有多组研

究!提取与本文相关的研究组别"结果不一致时!交

由第
%

名研究员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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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质量评价
!

两名研究员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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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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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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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表独立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内

容涉及
+

个方面(&

$

'实施随机方法*&

)

'实施分配隐

藏*&

%

'实施盲法*&

1

'描述失访情况*&

!

'结局数据完

整*&

"

'无选择性报道*&

+

'无其他偏倚"评价者对上

述每项内容做出+是,+否,+不知道,的判断!全部评价

为+是,则偏倚可能性小!文献质量较好&

2

级'!部分

满足为中等&

3

级'!完全不满足为较差&

-

级'"结果

不一致时!交由第
%

名研究员进行评定"本研究研究

员均接受过相关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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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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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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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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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评价纳入研究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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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各研究间同质性较好!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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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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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各研究

间异质性明显!如果异质性来源不能用临床异质性和

方法学异质性解释!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STK

分

析*如果可从临床异质性和方法学异质性解释异质性

的来源!可进行亚组分析或描述性分析*必要时应用

敏感性分析验证结果是否稳定"计量资料采用相对

危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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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资料采用加权均数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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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所有分析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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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整合结

果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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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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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

预检获得文献
)1"

篇!

去除重复或题名及摘要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后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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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进一步阅读全文!排除结局指标不符合要求#信息

不全的文献
$%

篇!最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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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其中中文文献
$$

篇!外文文献
)

篇"文献筛选流程图见图
$

!纳入研究

的一般情况见表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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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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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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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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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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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对纳入的文献进行文献质量评价!所

纳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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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献均为
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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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描述了失访情况!

结局数据完整!无选择性报道及无其他偏倚!且干预

组与 对 照 组 基 线 资 料 均 具 有 可 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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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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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提及分

配隐藏及研究对象盲法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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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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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实施者盲法使用情况不祥!

$

篇文献$

%

%未采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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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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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对体质量管理的影响
!

1

项研

究$

)#!

%应用
..&

理论进行体质量管理的研究!两项研

究$

)#%

%采用体质量增加值&

0R`O

')干体质量比值这一

指标进行效果评价!同质性好&

!

"

*($

!

+

)

4*I

'!采

用固定效应模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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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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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研究$

1#!

%分别采用干体质量

和
0R`O

进行效果评价!具有明显的方法学异质性!

放弃
&STK

分析进行描述性分析!两项研究显示
..&

干预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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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纳入文献 年份 基线可比性
样本&

"

'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措施 干预时间 结果数据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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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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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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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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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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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预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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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纳入文献 年份 基线可比性
样本&

"

'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措施 干预时间 结果数据

付航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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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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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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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200@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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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是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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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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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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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是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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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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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
)

吴少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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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是
"! "%

干预组(

..&

护理干预

对照组(常规护理
%

个月
)

范建桢等$

,

%

)*$"

年 是
1, 1,

干预组(

..&

模式健康教育团队进行干预

对照组(常规健康教育
"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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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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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是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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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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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是
1! 1!

干预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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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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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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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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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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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干预组(

..&

的护理干预

对照组(常规护理
"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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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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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管理*

)

(血清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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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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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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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研究的评价结果

纳入文献 年份 随机方法
分配

隐藏

盲法

研究对象 干预实施者

失访

描述

结局数据

完整

无选择性

报道

无其他

偏倚

质量

评价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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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随机数字表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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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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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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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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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J.02E

等$

"

%

)*$!

年 医院与患者随机化分配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吴少丽等$

+

%

)*$!

年 随机数字表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范建桢等$

,

%

)*$"

年 随机数字表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李秀花等$

6

%

)*$"

年 随机数字表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仲君萍$

$*

%

)*$)

年 提及随机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吕文艳$

$$

%

)*$$

年 随机排列表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吕红红等$

$)

%

)*$%

年 提及随机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张彬娥等$

$%

%

)*$"

年
g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郑淑瑛等$

$1

%

)*$+

年 随机数字表
g g g

是 是 是 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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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未提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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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式对血液透析患者体质量管理影响效果的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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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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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式对血液透析患者血清磷水平影响效果的
&STK

分析

图
1

!!

两种方式对血液透析患者负性情绪影响效果的
&STK

分析

图
!

!!

两种方式对血液透析患者生存质量影响效果的
&STK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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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预对血清磷控制水平的影响
!

!

项

研究$

1

#

"#,

#

$%

%应用
..&

理论进行血清磷控制水平的研

究!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

!

#

*($

!

+

)

4+6I

'!可能与

测量方法与具体干预方案不同有关!放弃固定效应模

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STK

分析!结果显示

RN84g*(")

!

6!I*+

(

g*(6,

!

g*()"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图
%

"进一步行敏感性分析!

剔除任一项研究!原结果没有本质改变!具有良好的

稳定性"

"(#(#

!

..&

干预对负性情绪的影响
!

%

项研

究$

%

#

6#$*

%应用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2R

'

$

$*

%

#抑

郁自评量表&

@R@

'

$

6

%

#焦虑自评量表&

@2@

'

$

6

%得分情

况对患者的负性情绪进行了评价"由于测量工具的

不同!研究之间存在异质性&

!

#

*($

!

+

)

4!)I

'!故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STK

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RN84g$(*$

!

6!I*+

&

g$(%)

!

g*("6

'!

!

#

*(*!

%!见图
1

"进一步行敏感性分析!剔除任一项研

究!原结果没有本质改变!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A

!

..&

干预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

!

项研

究$

$*#$1

%评价了
..&

对血液透析患者生存质量的影

响"

%

项研究$

$*#$)

%使用生存质量测定简表&

`=N#

dN9#3JFF

'评价患者的生存质量$

$$

%

"合并分析结果

显示各研究同质性较好&

!

"

*($

!

+

)

4%$I

'!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
&STK

分析!结果显示
..&

护理干

预组生存质量总体评分高于对照组$

RN84*("1

!

6!I*+

&

*(%,

!

*(6$

'!

!

#

*(*!

%*生理领域评分高于对

照组$

RN84*(%+

!

6!I*+

&

*($$

!

*("%

'!

!

#

*(*!

%*

心理领域评分高于对照组$

RN84*(+*

!

6!I*+

&

*(11

!

*(6+

'!

!

#

*(*!

%*社会关系领域评分高于对照

组$

RN84*(+"

!

6!I*+

&

*(16

!

$(*%

'!

!

#

*(*!

%*环

境关系领域评分高于对照组$

RN84*(!$

!

6!I*+

&

*()!

!

*(++

'!

!

#

*(*!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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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

$%#$1

%使用

简明健康调查表&

@F#%"

'

$

$!

%评价患者的生存质量"其

中
$

项$

$%

%仅对生存质量总体得分进行统计!

$

项$

$1

%对

各维度得分进行统计!放弃
&STK

分析进行描述性分

析!其结果显示各研究
..&

干预组的患者总体生存

质量及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

#

*(*!

'"

#

!

讨
!!

论

#(!

!

纳入的文献质量分析
!

纳入的文献质量评价均

为
3

级!文献质量尚可"全部研究干预组与对照组患

者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基线具有可比性*

均对研究对象的失访情况进行了描述!结局数据完

整!无选择性报道!有助于避免测量偏倚#失访偏倚和

发表偏倚的发生!未见其他偏倚情况"对血清磷水平

及负性情绪等异质性较强的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发

现!其结果没有本质改变!说明本
&STK

研究结果较为

可靠"但是!文献未提及是否进行分配隐藏!

%

项研

究$

$*

#

$)#$%

%未具体描述如何进行随机分配!且由于

..&

属于心理学范畴!临床往往存在实验设计者同

时担当干预者#结局评价者等多重角色!很难做到全

盲!因此影响了纳入研究的质量!在以后的研究中应

严格试验设计及实施!进行较高质量的研究"

#("

!

..&

护理干预对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
!

血液

透析患者病程长且不可逆#治疗费用高#精神压力大!

存在社会角色转变不适应#治疗依从性差等问题*透

析期间体质量及血清磷水平等控制不佳!会增加机体

的容量负荷!影响透析效果!导致病情加重!发生各种

严重并发症$

$"#$+

%

*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越严重!对患

者生存质量影响越大!导致生存质量越差!严重影响

着患者的生存质量$

$$

%

"针对血液透析患者现状!传统

的健康教育对血液透析患者影响效果甚微!寻求有效

方式引导透析患者改变其不良行为成为目前护理工

作者的重要研究内容"曾雪燕$

$,

%指出!针对患者行为

改变的阶段性特点进行护理干预可以有效地协助患

者改变其不健康行为"

..&

认为个体行为改变需要

经历前意向期#意向期#准备期#行动期#保持期
!

个

阶段!针对个体在不同阶段的心理及行为问题!匹配

相对应的措施对患者进行行为干预和健康教育!可促

使患者的健康行为进入下一阶段直至该行为进入保

持期$

$

%

"对血液透析患者实施
..&

护理干预!可针

对性地解决患者的需求!充分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引

导患者主动参与!增加其行为改变的信心$

!

%

"本研究

纳入的文献
..&

干预内容多围绕自我管理#饮食#用

药#运动#透析依从性等方面!采用访谈#集体授课#健

康咨询活动等方法!为血液透析患者提供全面#具体#

个性化的指导!对患者生理#心理等方面有着积极的

影响!从而可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与
O=2RR2/

等$

$6

%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

!

研究局限性
!

&

$

'本研究纳入的高质量文献较

少!且无法获取灰色文献!未发现阴性结果!存在一定

的偏倚"&

)

'由于各组间纳入研究数量有限!无法绘

制漏斗图来验证研究的稳定性"&

%

'纳入的文献多未

对试验隐藏实施#描述盲法!增加了研究的偏倚风险"

研究表明!

..&

护理干预可有效控制血液透析

患者的体质量及血清磷水平!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

根据患者行为改变的不

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的方法!促使其行为发生改变!形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现有
..&

护理干预相关研究报

道较少!采取的测量量表及指标有所不同!干预时间

较短!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倚风险!未来需要更多的

高水平的
/-.

研究来支持其干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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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2<KSBT>SB;CD0<TS<B;]S.>SV

!

)*$!

!

1+

&

1

'(

%%6#%!*(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