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液透析病人壓力與應對行為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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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美國腎臟資料系統 2009 年報統計，台灣的洗腎人口每年在 100 萬人中就會增加 415 位，

其中每 100 萬人有 2228 人必須長期洗腎，20 歲以上每 10 位有一位罹患腎臟病。且指出台灣在洗腎

人口發生率與盛行率都是世界第一，儘管醫學科技不斷的進步，尿毒症的罹患率卻每年不斷增加，

臨床工作中常看見一旦被告知為尿毒症的病人，心理上會呈現一連串的反應、震驚、絕望。日常生

活型態劇變與對透析機的依賴所引起的心理壓力，接受長期透析治療患者，於透析期間常感疲倦，

力不從心，面臨多層面的壓力，也因此導致極多的心理問題，其面臨混淆、無助、憤怒、焦慮、抑

鬱、敵意、否認、依賴與獨立相互衝突等情緒。 

  多年來血液透析技術已改進許多，透析對腎衰竭者而言是一種安全而又有效的治療方法，但技

術的改善，並未減少透析病人所承受與治療有關的壓力，目前除了重視生命的維持外，亦要求生活

品質提高，因此有關透析治療患者身心照顧之探討，逐漸受到重視，以減少疾病帶來危機及傷害程

度，因此促使筆者想進一步了解病人所感受的壓力源及其所採取的應對策略，並在護理人員協助下

病人如何面對這些壓力，並得以舒解。慢性病使病人長期面對疾病的壓力不但要處理身體方面的改

變，還要處理所有隨疾病所產生的結果，如醫療的遵從，處理過程中病情進展的不確定感常帶給病

人身體、心理、社交的衝擊。 

  身體方面的衝擊以各系統器官功能減退、低下、疼痛不適最常見。心理方面的衝擊（1）控制

感消失……長期的治療或疾病所加諸的限制（飲食、活動）而滋生抑鬱的心緒。（2）罪惡感……

當病人看到自已帶給家庭影響時，會產生很大的壓力甚至覺得活著是累贅。社會方面的衝擊包括社

交互動的減少，社會角色改變，疾病限制活動，因此面臨人際關係改變。 

  可知壓力乃是一種需要身體適應之狀況，而該狀況已干擾到身體恆定狀態之內在或外在的力量。

舉凡可以引起壓力的事物，均稱之為壓力源，它會對個體產生一股張力導致壓力反應，有時會產生

疾病。 

  所謂應對即個體用來處理威脅的策略，認為當一個人一旦面臨壓力時，會設法減輕面對脅迫性

情境時預期的傷害，並且可以調整個人情緒，應對行為分為兩種型態：一為問題取向；是以主動、

直接的方式去分析探討問題，另一為情緒取向；則以情緒表達及抒發的方式面對壓力。當病人看到



自己帶給家庭影響時會產生很大壓力，包括社交活動的減少，社會角色的改變，因此會面臨人際關

係的改變。 

  有些人視自己為命運的主宰者，遇有壓力時，會運用內在的精神力量來控制自我，或積極地採

取行動，以掌握壓力情況，另外有些人則自覺對事物毫無改變能力，相信自己生命操之於外在力量，

控制力來自於外界，不會主動處理外力情況，對護理人員而言，認識病人個別的應對行為是非常重

要的，如此才能給病人適當的護理，以促使病人使用適當而有效的應對方式，且能得到更好的醫療

照護： 

一、 建立良好的治療性人際關係：採關懷照護理念，利用傾聽、澄清、耐心、反問方式來體會

病人在語言或非語言行為所表達的意義，了解其感受到的壓力及其意義與影響，並瞭解病

人的應對型態來處理壓力。 

二、 對於身體不適的症狀採取與持續監控及扮演家屬→病人→醫師的溝通協調者利用關心、同

理心來表達對病人的關懷。 

三、 鼓勵病人說出內心感覺、同時與家庭接觸溝通，鼓勵健康地表露情感與情緒。 

四、 加強病人對透析的認識，按需要提供有關的資料，促使其掌握透析過程中的壓力情況。 

五、 接納病人負性的情緒反應，給予同感的傾聽，並與其共同尋求正向的問題解決法。 

六、 加強病人的支技系統： 

1. 非批判式傾聽病人不如意之抱怨且支持其經驗，介紹腎友，以相同的患病經歷來安慰

鼓勵病人並交換心得。 

2. 鼓勵其參與腎友會或支持性團體及家人的相互扶持，以減少其孤立感，袪除負面的自

我形象，重拾失落感及增加獨立感。 

七、 與病人討論透析時間的安排，依工作的性質可以採夜間透析，使工作與透析時間不會產生

衝突。 

八、 鼓勵其就業：因工作是腎友身心很好的復健方法，因它不但能佔去其胡思亂想，自怨自艾

的時間，會從工作中帶來成就感，增加自信及在精神上帶來開朗的心境。 

結論 

  血液透析固然為尿毒症人帶來了活命的希望，卻也衍生了不少生理、心理、社會各方面的壓力，

在病人面臨這些衝擊時，需要極大的精力與毅力來應對，護理師除了注意身體的照顧外，也應試著

協助病人解決心理問題，主動接觸病人心理問題並應充實心理諮商相關技巧，如何協助他們克服困

難，而達到身心平衡，是護理人員職責要務。 



  接受血液透析治療的患者所面臨的壓力是多層面的，而腎友應對型態及醫護人員的支持都可能

影響其適應，慢性腎衰竭是一種漫長且無法治癒的疾病，腎友要忍受來自身心社會各方面的壓力時，

護理人員應本著高度同感心，於發病時，以危機處理協助患者度過，日後也需長期輔導，增加其適

應能力，提昇其應付壓力之能力，給予個別性的整體護理，發揮護理獨特功能，使病人進而達到最

佳適應及度過有意義的人生。 

建議 

1. 探討發現透析前後就業變化對其壓力源與應對型態有直接影響力，藉此呼籲社會有關單位

可提供適當的庇護工廠，給透析治療的病人工作機會。 

2. 透析單位定期的舉辦座談會，藉此澄清病人的疑慮，了解他們的需要，以促進腎友之間互

動，拓展生活圈，進而創立更樂觀積極的人生。 

3. 護理人員在臨床上照顧腎友時，應確認病人特殊的壓力源及其意義與影響，必須瞭解病人

個別的應對型態，引導病人處理壓力，是護理人員重要角色功能及努力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