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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对慢性肾脏病 5期血液透析患者负性情绪、	

疲乏状况和睡眠质量的影响

童婷艳，潘艳艳，吕曼曼，赵均棠，黄海宁

(江苏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南京 210000)

[摘　要]	 目的：探讨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对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5期血液透析患者负性

情绪、疲乏状况和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治疗的

CKD5期血液透析患者10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50)与观察组(n=50)。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观

察组实施积极反刍思维训练；于干预前后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 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

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价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应用疲劳量表(Fatigue 

Scale-14，FS-14)评定患者的疲乏程度，应用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评定患者的睡眠质量。结果：干预后，观察组SAS评分、SD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干预后，观察组FS-14量表总分及身体疲乏、精神疲乏维度评分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干预后，观察组PSQI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积极反刍思

维训练不仅可缓解CKD5期血液透析患者情绪状态及疲乏状态，还有助于改善其睡眠质量，是促进

患者身心健康及提高其生活质量的有效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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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ositive rumination training on negative emotion, 
fatigue, and sleep quality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st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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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ruminat thinking training on negative emotions, fatigue status 

and sleep quality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stage 5 (CKD5)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CKD5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50)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n=50).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ositive ruminat thinking training.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Fatigue Scale-14 (FS-14)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fatigue degre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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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病 (c h r o n i c  k i d n e y  d i s e a s e ， C K D)
指各种病因所致的肾小球功能降低，随着病情进

展至 C K D 5 期，患者肾功能丧失，常出现机体代

谢 紊 乱 、 电 解 质 失 衡 等 表 现 ， 需 行 血 液 透 析 治  
疗 [1]。血液透析作为一种肾替代治疗方式，能够

有效延长 C K D 5 期患者的生命，但长期治疗会带

来 相 关 并 发 症 ， 影 响 患 者 的 生 理 功 能 ， 使 患 者

产 生 负 性 心 理 ， 而 负 性 情 绪 会 加 重 患 者 的 疲 劳

程 度 ， 影 响 睡 眠 质 量 ， 最 终 共 同 导 致 患 者 生 活

质 量 降 低 [ 2 - 3 ]。 因此，缓解CKD5期血液透析过程

中的负性情绪和疲乏及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有重要

意义，也是临床护理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关于

血液透析患者的心理问题，很多学者 [4-5]进行了相

关心理干预研究，但这些研究旨在缓解疾病所造成

的负性情绪，较少致力于发掘患者的积极情绪与潜

在力量。近期，积极心理学在患者中的应用已成为

临床的发展方向，认为心理干预应将重点由“消极

心理学”转为“积极心理学”。积极反刍思维训练

是一种新型的积极心理疗法，指个体主动地对自己

的情绪及其产生根源进行反复思考而促进心理健康

的手段，已被证实能够改善个体焦虑抑郁情绪和心

理压力[6-7]，但关于其在CKD5期患者中应用尚缺乏

报道。本研究将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应用于CKD5期

血液透析患者的干预中，观察其对患者负性情绪、

疲乏状况和睡眠质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江苏省人民医院

治疗的CKD5期血液透析患者100例。纳入标准：

1 ) 符 合 C K D 5 期 诊 断 标 准 [ 8 ]； 2 ) 接 受 规 律 血 液 透

析治疗≥3个月；3)每周透析3次，每次4 h；4)年 

龄≥18岁；5)小学以上学历，能够正常沟通交流。

排除标准：1 )伴严重躯体性疾病；2 )伴严重脑疾

病或循环系统疾病；3)有严重精神病史；4)认知障

碍；5)正在参与其他临床试验。应用随机数字表简

单随机分组为对照组(n=50)与观察组(n=50)。本研

究入组对象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血液透析护理和健康教育，

并通过一对一心理咨询和集中讲解的方式对患者

予以心理疏导。在对照组基础上，观察组实施积

极 反 刍 思 维 训 练 ， 干 预 3 个 月 ， 具 体 如 下 。 1 ) 成

立干预小组，由1名心理治疗师、1名主治医师和

5名责任护士组成，小组成员均经过统一培训，熟

练掌握积极反刍思维训练的理论和实施方法；研

究过程中，由心理治疗师负责对小组成员进行积

极反刍思维训练相关理论、技能的培训；由3名专

科护士负责干预方案的实施，并将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及时向心理治疗师反馈，以确保干预质

量 ； 2 名 护 士 则 协 助 干 预 方 案 的 执 行 ， 同 时 负 责

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主治医师负责对患

者病情的监测及治疗相关指导。2 )积极反刍思维

训练。该干预方法是指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干预

小组了解患者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所产生的

认知思维，对患者近期所存在的积极认知予以表

扬和鼓励，对消极认知予以指正和引导。每月的

第 1 周 等 待 上 机 前 学 习 积 极 反 刍 思 维 ， 每 次 时 间

约为3 0  m i n。内容包括训练的理论知识、实践技

能，然后在课后组织讨论，让患者相互交流，分

享体会，并听取患者反馈，予以当面答疑。强化

患者的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如当患者存在“我很

绝望”想法时，不能夸大这种消极的思维，而是

引导患者往积极方向去思考，让患者产生“我很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oth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total score of FS-14 scale, physical fatigue, 

and mental fatigu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PSQ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ositive ruminat thinking training can not only alleviate the emotional 

state and fatigue state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CKD5, but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which is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thod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words positive ruminat thinking training; chronic kidney disease stage 5; hemodialysis; negative emotions; fatigue;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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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等思维倾向；当患者积极情绪伴随着消极

成分时，如患者在康复过程中获得较好疗效时思

考“我只是较为幸运而已”，此时应鼓励患者去

思考“我应该继续保持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更好的

恢复”。3 )家庭作业。指导患者通过写日记的方

式记录每天上课的体会，由家属监督完成。同时

让患者记录当天生活中1件好事，鼓励患者从回忆

美好事物或事件中，体会到生活中美好的细节。

4 )心理咨询。①了解患者心理状态：采用一对一

的方式对患者予以心理咨询，鼓励患者陈述自己

的 苦 恼 ， 诉 说 自 己 的 心 理 体 验 ， 教 会 患 者 通 过

写日记、听歌、深呼吸等方式进行心理疏导，并

鼓励其积极参与社交活动。②训练方法。针对患

者当前所存在的困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向

患者传递积极的思想，帮助患者制定心理咨询目

标，指导患者通过不断的练习，掌握相关技术。

例如患者生病后丢失工作，对未来表示担忧和迷

茫 ， 表 现 出 消 极 反 刍 思 维 ； 帮 助 患 者 制 定 总 目

标，重拾对未来的信心，告诉患者不要把当前困

境放大化，告诉他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很快就

过去，鼓励其积极面对治疗和未来。

1.3  观察指标

于 干 预 前 后 进 行 以 下 指 标 评 价 。 1 ) 负 性 情

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 A S ) [ 9 ]、抑郁自评量表 ( S e l f - R a t i n g  D e p r e s s i o n 
Scale，SDS)[10]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评定，

每个量表均含20个条目，行Likert4级评分。SAS评

分50~59为轻度焦虑，60~69为中度焦虑，≥70为

重度焦虑；SDS评分53~62为轻度抑郁，63~72为

中度抑郁，≥7 3为重度抑郁。2 )疲乏状况。采用

疲劳量表(Fatigue Scale-14，FS -14) [11]对患者疲乏

程度进行评价，该量表包括躯体疲乏(1~8条目)和

精神疲乏(9~14个条目)两个维度，两个维度评分

之和为总分，评分越高，说明疲乏程度越严重。

3)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12]评价患者睡眠质量，PSQI
评分越高说明睡眠质量越差，≥5分则判定为存在

睡眠障碍。

1.4  统计学处理

应 用 S P S S  2 4 . 0 统 计 学 软 件 分 析 数 据 。 计 量

资料(满足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

行独立样本 t检验(两组之间)或配对样本 t检验(同

组 内 ) ； 计 数 资 料 采 取 例 或 率 表 示 ， 行 χ 2检 验 。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两 组 一 般 资 料 对 比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均
P>0.05，表1)。

2.2  负性情绪

干预前两组SA S、SD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P>0.05)；干预后观察组SAS、SDS评分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2)。

2.3  疲乏状态

干 预 前 两 组 F S - 1 4 评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干预后两组FS -14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躯体疲乏、精神疲乏评分和总

分均低于对照组(表3)。

2.4  睡眠质量

干 预 前 两 组 P S Q I 评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干预后观察组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n=50)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2 groups (n=50)

组别 性别(男/女)/例 年龄/岁

原发病(慢性肾小球

肾炎/高血压肾病/糖

尿病肾病/其他)/例

透析时间/月
文化程度(高中及以

下/大专及以上)/例

观察组 28/22 45.21±10.12 15/13/17/5 34.26±9.51 31/19

对照组 26/24 46.57±10.89 13/11/18/8 33.74±10.26 33/17

t/χ2 0.161 0.647 1.030 0.263 0.174

P 0.688 0.519 0.794 0.793 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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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血液透析是维持 C K D 5 期患者生命的有效手

段，但疾病本身、治疗费用和血液透析相关并发

症，给患者造成较大心理负担。CKD血液透析患

者普遍存在负性情绪，而负性情绪又可诱发或加

重疲乏感受，并会导致患者产生睡眠问题，降低

生活质量 [13]。因此，如何改善CKD血液透析患者

负性情绪、疲乏和睡眠质量尤为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SA S、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表明积极反刍思维训练

能够有效缓解CKD血液透析患者负性情绪，这与

杨晨虹等[7]报道类似。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强调关注

患者心理需求，本研究通过与患者进行沟通和交

流，了解患者心理状态及认知思维，对积极的一

面予以肯定、鼓励，并强化患者积极的认知，指

导患者学会进行自我肯定和激励，对于负面情绪

则予以具体分析，引导患者反省，并改变思维方

式，增大患者的康复信心，这有益于负性情绪的

缓解。积极反刍思维训练能够促进患者由消极情

绪掌握转变为积极情绪的建立，从而促进患者积

极品质的发展 [ 1 4 ]。而积极情绪的培养，有助于将

正性信念植入到患者心灵深处，从而改变患者不良

情绪认知，增强康复信心，重塑对生活的希望，进

而使得焦虑、抑郁情绪得以缓解[15]。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躯体疲乏、精神疲

表2 两组SAS、SDS评分比较(n=50)

Table 2 Comparison of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n=50)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1.12±6.25 46.54±5.47* 54.65±6.58 48.57±5.47*

对照组 51.74±5.89 48.68±4.88* 55.71±6.12 52.35±5.14*

t 0.510 2.064 0.834 3.561

P 0.611 0.042 0.406 0.001

与同组干预前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the same group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表3 两组FS-14评分比较(n=50)

Table 3 Comparison of FS-14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n=50)

组别
躯体疲乏/分 精神疲乏/分 总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6.35±2.06 4.62±1.25* 2.47±0.71 1.41±0.42* 8.82±2.34 5.04±1.47*

对照组 6.14±1.96 5.71±1.89 2.39±0.68 2.21±0.71 8.53±2.17 7.92±1.38

t 0.522 3.401 0.575 6.857 0.643 10.100

P 0.603 0.001 0.566 <0.001 0.522 <0.001

与同组干预前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the same group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表4 两组PSQI评分比较(n=50)

Table 4 Comparison of PSQI score between the 2 groups 

(n=50)

组别
PSQI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10.78±3.12 6.85±2.12

对照组 10.37±3.08 9.32±2.51

t 0.661 5.316

P 0.51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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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评分和疲乏总分均低于对照组，表明积极反刍

思维训练有助于缓解患者疲乏程度。疲乏是由疾

病本身及相关治疗所引起的一种持续的主观困倦

感，主要表现为虚弱、活动无耐力等，无法通过

休 息 或 者 睡 眠 得 到 缓 解 。 先 前 报 道 [ 1 6 ]指 出 ， 疲

乏与患者积极心理品质呈负相关，与负性情绪呈

正相关，这充分提示了调节患者心理情绪状态对

于改善患者疾病相关性疲劳具有积极意义。如本

研究实施积极反刍思维训练，通过对患者予以全

方位指导，充分发挥患者主观能动性，提高患者

对自身情绪的掌握能力，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

心，而实现对患者的积极心理干预，从而取得良

好效果。

本 研 究 还 显 示 干 预 后 ， 观 察 组 P S Q I 评 分 显

著低于对照组，表明积极反刍思维训练能够改善

患者睡眠质量。睡眠障碍是血液透析患者最明显

的躯体症状之一，也是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

因 素 [ 1 7 ]。 以 往 研 究 [ 1 8 ]提 示 负 性 情 绪 是 影 响 睡 眠

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改善心理问题有助于促进

睡眠。如李语轩等 [19]采用正念行为训练缓解患者

负性情绪进而使得患者睡眠质量得以改善，梁永

红等 [20]通过积极情感干预缓解患者负性情绪，进

而使得患者睡眠质量获得改善。本研究观察组接

受反刍思维训练获得较好的睡眠质量改善，分析

原因，一方面是通过心理咨询等方式矫正患者负

面认知，培养患者积极、乐观情绪，促使患者在

思维层面由消极转变为积极，有助于形成良好的

心理状态，从而有助于改善睡眠状况；另一方面

是 让 患 者 记 录 当 天 生 活 中 1 件 好 事 ， 鼓 励 患 者 从

回忆美好事物或事件中，体会到生活中美好的细

节，让患者重获生活乐趣，这也有助于睡眠状况

的改善。

综上，积极反刍训练不仅能够有效缓解CKD5期

血液透析患者负性情绪，还有助于降低其疲乏程

度，改善其睡眠质量，是值得临床借鉴的心理干

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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