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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病患者的精细化护理
▲ 玉林市北流市人民医院  李晓凤

哪些因素影响药物吸收？
▲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郭秋艳

慢性肾病患者是指患有慢性肾脏疾病的

患者，如慢性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高

血压肾病等。慢性肾病患者病情复杂，治疗

周期长，且易出现并发症，因此，在重症医

学科中，对慢性肾病患者的精细化护理至关

重要。

慢性肾病患者的特点及护理难点

慢性肾病患者病情复杂，治疗周期长，

且易出现并发症，如高血压、贫血、矿物质

代谢紊乱等。因此，对慢性肾病患者的护理

需格外关注。

在护理慢性肾病患者时，存在一些难点

和挑战。首先，慢性肾病患者需要长期治疗，

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需要医护

人员给予心理支持和关爱。其次，慢性肾病

患者的饮食需要严格控制，既要保证营养需

求，又要避免摄入过多的蛋白质和盐分，需

要医护人员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并

进行监督。最后，慢性肾病患者需要接受多

种药物治疗，医护人员需要确保药物剂量和

用药时间的准确性，避免药物相互作用和不

良反应的发生。

精细化护理
在慢性肾病患者中的应用

精细化护理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

理模式，强调对患者的全面照顾和护理。

在慢性肾病患者的护理中，精细化护理具

有重要意义。医护人员需要全面了解患者

的病情和需求，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

方案。

基础护理 包括定期为患者更换床单、

保持皮肤清洁、预防压疮等。医护人员

需要关注患者的口腔、皮肤等部位的变

化，预防口腔感染和皮肤破损等问题的

发生。

饮食护理 医护人员需根据患者的病情和

营养需求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在控制蛋

白质和盐分摄入的同时，保证患者获得足够

的营养。医护人员还需密切关注患者的食欲

和消化情况，及时调整饮食方案。

用药护理 医护人员需确保患

者按时按量服药，避免药物

相互作用和不良反应的发

生。对于使用胰岛素治

疗的患者，医护人员

需指导患者正确使用

胰岛素注射器，并定

期监测血糖水平。

心理护理 医护

人员需关注患者的心

理状况，与患者保

持良好的

沟通，及时发现并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对

于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的患者，医护人员

需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慢性肾病患者的心理护理与康复指导

心理护理在慢性肾病患者的治疗中具有

重要作用。由于病情复杂和治疗周期长，慢

性肾病患者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医护人员需要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与患者

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

感受和需求。同时，医护人员可以采取一些

心理支持措施来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如音乐疗法、放松训练等。

案例分享与经验总结

在慢性肾病患者的护理中，一些

成功的案例可以为医务工作者提供

有益的借鉴。以

下是一例慢

性肾病患

者 护 理

的成功

案 例，

充 分      

展示了精细化护理在慢性肾病患者中的效果。

患者李先生，患有糖尿病肾病多年，曾

多次住院治疗。由于病情复杂，李先生一度

非常焦虑，对治疗失去信心。在进入重症医

学科后，医护人员对李先生进行了全面评估，

制定了个性化的精细化护理方案。

饮食护理 医护人员为李先生制定了低

糖、低脂、高纤维的饮食计划，并在餐前、

餐后监测血糖水平。同时，为李先生提供了

充足的水果和蔬菜，保证营养均衡。

用药护理 医护人员为李先生制定了用药

方案，包括口服降糖药和胰岛素注射。在用

药过程中，医护人员密切关注药物的作用和

不良反应，及时调整用药剂量。

心理护理 医护人员与李先生保持密切沟

通，鼓励他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在李先

生情绪低落时，医护人员给予关心和支持，

让他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并发症预防及处理 医护人员定期监测李

先生的肾功能、血压、血脂等指标，及时发

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当发现李先生

出现微量白蛋白尿时，医护人员及时调整了

治疗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细化护理，李先生的

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他的血糖水平逐渐稳

定，肾功能也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李

先生的精神状态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对治

疗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药物吸收是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它直接影响到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效果。药物

吸收不良或过快都可能导致药物作用得不到

充分发挥，甚至带来不良反应。因此，了解

影响药物吸收的因素及如何合理用药对于提

高药物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药物吸收的因素

生理因素  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

疾病状态等。例如，儿童和老年人的身体器

官发育不完全或功能衰退，可能对药物的吸

收效果较差；女性在月经期和妊娠期对某些

药物的吸收可能会受到影响；体重较轻的人

对药物的吸收可能会比较重的人更快；肠道

疾病、肝脏疾病等也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药物的理化性质 包括药物的溶解度、粒

径、脂溶性与解离度等。例如，水溶性大的

药物吸收较多，难溶性的药物可用其溶解度

大的盐类或衍生物制成油溶性基质的栓剂；

混悬型栓剂的药物粒径小有利于吸收，因此

应将药物微粉化；脂溶性好、不解离的药物

最易吸收；弱酸性药物 pKa ＞ 4.3，弱碱性药

物 pKa ＜ 8.5 吸收均较快，但弱酸性药物 pKa

＜ 3，弱碱性药物pKa＞ 10吸收则慢。

基质与附加剂 基质和附加剂可能会影响

药物的吸收。例如，脂溶性药物制成栓剂后，

由于基质对药物的溶解和释放产生影响，可

能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饮食因素 食物的种类和摄入时间可能会

影响药物的吸收。例如，高脂肪食物可以增

加脂溶性药物的吸收，而食物中的纤维素则

可能减缓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速度。此外，

摄入食物的时间也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生活习惯 适量的身体活动可以促进血液

循环和新陈代谢，从而有助于药物的吸收。

然而，剧烈的运动可能会减缓药物在胃肠道

的吸收速度。吸烟和饮酒也可能会影响药物

的吸收。

合理用药的基本原则

明确诊断 对症下药 明确诊断是合理用

药的前提。只有明确了解疾病的类型和病

情的严重程度，才能选择合适的药物和治

疗方案。

适量用药 不过量 药物剂量不足或过量

都可能影响治疗效果。剂量不足可能导致药

物治疗无效或效果不明显，而剂量过大会带

来不必要的不良反应和风险。因此，应该按

照医生建议的剂量进行用药，避免过量。

合理搭配 避免药物相互作用 多种药物

同时使用可能导致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影响药物的吸收和效果。因此，应该

了解所用药品的成分，避免不必要的药物

搭配。

合理选择剂型和给药途径 不同的剂型和

给药途径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治疗效果，应根

据病情和药物特性选择合适的剂型和给药途

径。例如，对于需要长期使用的药物，可以

选择缓释剂型以减少服药次数；对于紧急情

况或严重病情，可以选择注射给药途径以迅

速达到治疗浓度。

按时按疗程用药 药物治疗需要一定的时

间和疗程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应遵循医生的

用药指导，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剂量进行用药，

避免随意更改用药计划或停药。

注意观察不良反应 任何药物都可能产生

不良反应，应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情况，

如出现不良反应应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使用

过的药物信息。这样可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并保障治疗安全有效进行。

特殊人群的合理用药

儿童 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对药物

的吸收和代谢与成人存在差异。因此，在给

儿童用药时，需要根据年龄和体重调整剂量，

并选择适合儿童的剂型和给药途径。同时，

应注意避免不必要的使用，尽量减少药物对

儿童身体的影响。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在

用药时需要特别注意。某些药物可能会对胎

儿或婴儿造成影响，因此应该严格遵循医生

的用药指导，避免不必要的用药或使用禁用

药品。此外，哺乳期妇女在使用药物时，应

注意避免对婴儿造成影响。

老年人 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对药物的

吸收和代谢能力也相应减弱。因此，在给老

年人用药时，应该选择适合老年人的药物剂

型和剂量，并注意观察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同时，应尽量减少药物使用，避免药物相互

作用和不良反应的风险。

肝肾功能不全者 肝肾功能不全者对药物

的代谢和排泄能力下降，容易发生药物蓄积

和不良反应。因此，在给这类人群用药时，

应该注意选择对肝肾功能影响较小的药物，

并调整药物剂量和用药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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