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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骨科术后切口感染预防中早期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
组患者给与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早期护理干预，最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伤口愈合情况、护理满意度以及住院时间等。结
果：两组患者在切口愈合情况及护理满意度、住院时间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早期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减少骨科患者术后切口感染的
发生率、提高骨科患者术后的护理满意度、缩短骨科患者术后的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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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骨科患者术后切口感染会给患者带来痛苦同时增加患者经济
负担，切口感染也是严重的术后并发症。严重的切口感染会导致手
术失败、患者的全身感染甚至患者死亡。由于骨科手术都是开发性
伤口手术时间长，而且老年患者也较多因此也增加了发生切口感染
的风险。近年来医务人员对骨科手术切口感染的关注度也越来越
高。由于我科手术患者较多且也有较多高龄患者行骨科手术因此对
术后切口感染的预防显得尤为的重要。本次以我科术后患者为研究
对象探究早期护理干预对患者术后切口感染的预防效果。现将研究
内容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为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11 月在我院骨科行骨
科手术治疗的患者共 100 人。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将患者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0 名患者。观察组 32 名男性患者 18 名女
性患者；年龄在 22 到 56 岁之间，平均年龄（37.56±16.23）岁；
手术平均时间（242.04±65.32）分钟；其中开放性骨折 30 例，非
开发性骨折 20 例。对照组 34 名男性患者 16 名女性患者；年龄在
21 到 55 岁之间，平均年龄（36.89±17.02）岁；手术平均时间（243.21
±66.01）分钟；其中开放性骨折 31 例，非开发性骨折 19 例。两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骨折类型及手术时间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常
规护理基础上采用早期护理干预进行护理。具体包括①改善病室环
境：温度维持在 22 到 25℃，湿度维持在 45%到 60%。每日用
2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地面，使用医疗器械用 2000mg/L 的含
氯消毒浸泡一小时后冲洗晾干备用，或用 75%的酒精擦拭干净。病
室环境中常用物品用 2000mg/L 的含氯消毒或 75%的酒精液擦拭保
持清洁。减少探视。②切口局部护理：加强每日切口观察，观察有
无渗出物及渗出液的量、性质与颜色，加强患者切口及周围的血运
观察如遇问题及时处理[1]。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患者因骨折行骨科手术、患者无糖尿病、无合并严
重心脑血管疾病、无恶性肿瘤疾病、患者或家属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排除标准：患者有精神类疾病、合并血液系统疾病、不配合治疗、
患者或家属不同意参与本次研究[2]。 
1.4 观察指标 

评价患者切口愈合情况。具体评价标准如下表 1 所示。除此之
外还采用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量表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了
评价以及住院时间统计等。 

表 1  切口愈合判定标准 

愈合情况 判定标准 

甲级愈合 愈合优良，没有不良反应。 
乙级愈合 愈合处炎性反应但未化脓 
丙级愈合 切口化脓经换药后愈合 

1.5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 spss2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统计分
析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 X2 分析与 t 检验等[3]。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切口愈合情况 

对照组患者中丙及愈合 3 例占 6%，乙及愈合 1 例占 2%，甲级
愈合 46 例占 92%。观察组中乙及愈合 1 例占 2%，甲级愈合 49 例
占 98%。将两组患者切口愈合情况进行 X2 分析 P＜0.05,两组患者切
口愈合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2.2 满意度 

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89%，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100%。将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 X2 分析 P＜0.05，两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 
2.3 住院时间 

对照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11.65±2.78）天，观察组患者的
平均住院时间为（8.62±2.21）天。将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进行 t
检验 P＜0.05，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减少切口感染 
观察组患者切口愈合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说明骨科患者术后

进行早期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的减少患者切口感染的发生几率，降低
患者切口感染的发生。早期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减少骨科患者术后切
口感染的发生率。 

3.1.2 提高护理满意度 
骨科手术患者术后进行早期护理干预后其护理满意度有了显

著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早期护理干预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护理，
护士更加关注患者的病情与护理。早期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高骨科
患者术后的护理满意度。 

3.1.3 缩短住院时间 
进行早期护理干预后骨科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有了显著的缩短。

由于早期护理干预促进了患者切口的愈合同时减少了患者术后感
染的几率因此患者的住院时间得来了进一步的缩减。早期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缩短骨科患者术后的住院时间。 
3.2 建议 

通过早期护理干预的方式显著减少了骨科患者术后感染的几
率同时有效提高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一步的缩短了患者的住院
时间。由于早期干预护理在本次研究中应用效果良好因此也值得在
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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