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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末期腎功能衰竭之慢性病患者，需定期接受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之治療，據統計以採用血液透析方式居多，長期接受治療

之患者，往往對其日常生活或休閒活動造成影響，而休閒活動對患者而言，不僅有助生理的調適，更能達到精神的滿足，

提升其生活品質。本研究以血液透析治療之洗腎患者為對象，探討影響其從事休閒活動時之阻礙因素。 本研究目的旨在了

解洗腎患者平常從事休閒活動時遇到之休閒阻礙，係以彰化縣洗腎醫院之洗腎患者為研究對象，於2005年3月至4月隨機抽

取6家醫院，採便利抽樣發放問卷，共計回收有效問卷311份，資料分析採用獨立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

此外，本研究亦對受訪者進行質性訪談，進而深入瞭解患者對於休閒阻礙因應協調之道，做為研究成果之佐證。 根據研究

結果，洗腎患者面臨之休閒阻礙其個人特質中以女性、70歲以上、無工作、家庭經濟狀況貧困、洗腎期間未滿9年，健康

狀態不好者居多；且患者因洗腎的關係，在其從事休閒活動時，還需考慮到洗腎時間，因而減少參與休閒活動。另外，研

究結果發現，對洗腎患者而言家屬支持和社會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文末並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提供數項建議，供患者

、家屬、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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