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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作为骨科临床中最为常见的疾病之一，分为病

理型和外伤型。通常指的骨折都是受直接或间接外力导

致的创伤，绝大多数病人均为急诊入院 [1]。而对骨折的

治疗多为手术治疗。因此病人在受伤到入院手术再到术

后均会伴随着疼痛，给病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同时病

人也会产生焦虑、抑郁的负面情绪 [2]。因此消除疼痛是

骨折病人术后首要任务。本次研究为了分析疼痛干预护

理在骨折病人术后疼痛控制中的临床价值。选择了来我

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64 例创伤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实

施情况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间来我院进行治疗的

64 例骨折病人进行分组研究，分组方法为随机数字表

法，分别为实验组（n=32）、对照组（n=32）。实验组中

男女病人比例为 18：14，年龄在 60-83 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69.52±1.29）岁；对照组中男女比例为 13：19，

年龄在 60-84 岁，平均年龄值为（69.54±1.32）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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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病人在以上的基础资料对比中数据差异较小（P ＞

0.05），没有统计学对比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病人接受常规护理，即对病人进行健康宣教

及心理疏导。

实验组病人接受疼痛干预护理，方法如下，（1）环

境护理，为病人提供安静整洁的病房环境，定期监测病

房温度、湿度，降低病房内的光照和噪音，减少人员探

视，使病人能够安静舒适的环境中进行治疗和康复，同

时可在病房内播放轻音乐和电视节目，分散病人注意力，

减轻其疼痛；（2）心理护理，术后第一时间将手术结果

告知患者，并对病人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耐心的与病

人进行沟通交流，缓解其紧张、焦虑的负面情绪，告

知病人术后疼痛属于正常情况，提高病人的治疗信心；

（3）记录患者治疗前的疼痛评分，为患者制定特定的护

理方案，并进行记录和标记。每日观察患者的疼痛状态，

将患者的疼痛状态记录下来，并反馈给医生进行治疗措

施。为患者建立疼痛档案，护理人员将每次疼痛的评分，

疼痛部位以及疼痛后用药量进行记录 [3]。

1.3. 观察指标与分析

1.3.1 采用 VAS 疼痛量表对比两组病人护理前及术

后 1d、4d 的疼痛 VAS 评分，分值越大说明病人疼痛情

况越重。

1.3.2 心理情绪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

评量表（SAS）进行评价，病人负面情绪越严重则分数

越高。

1.3.3 评析两组病人运用不同措施后的护理满意度，

采用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进行评价，护理

满意率 = 非常满意率 + 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式

本此研究依据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用 X2 表 示， 以（n，%） 检 验，VAS、SDS、SAS 评 分 均

用（x±s）表示，行 T 检验，当结果 P ＜ 0.05 时，表示具

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2.1  VAS 评分对比。

护 理 前 两 组 病 人 的 VAS 评 分 对 比 无 差 异（P ＞

0.05）， 护 理 后 实 验 组 病 人 VAS 评 分 低 于 对 照 组（P

＜ 0.05），见表 1。

表1　实验组和对照组病人VAS评分对比（x±s，d）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1d 护理后 4d

实验组 32 5.53±0.35 3.15±0.31 2.03±0.23

对照组 32 5.45±0.41 4.20±0.28 3.55±0.48

T 0.8395 14.2189 16.1546

P 0.4044 0.0000 0.0000

2.2  SAS、SDS 评分比较

实验组病人护理后的 SAS、SDS 评分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两组病人护理后SAS、SDS评分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n SAS SDS

对照组 32 91.35±2.55 89.62±3.42

实验组 32 70.28±2.31 73.78±3.01

T 34.6409 19.6677

P 0.0000 0.0000

2.3 护理满意度对比

在护理满意率方面，实验组高于对照组，对比结果

显示（P ＜ 0.05），统计学意义存在，见表 3。

表3　两组病人护理满意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组 32 21 10 1 31（96.88）

对照组 32 14 8 10 22（68.75）

X2 8.8919

P 0.0029

三、讨论

疼痛干预护理作为临床中应用较多的护理方法，主

要加强对病人主观感受的重视程度，使病人能够在轻松

愉快的环境中尽早康复 [4]。而在实际的护理工作中，通

过对病人全方位的护理干预，减轻病人在治疗和护理当

中的不适感，降低病人的疼痛程度，缓解其不良情绪，

能够进一步提升病人的预后情况。本次研究中采用疼痛

干预护理的实验组病人在术后 1d、4d 后的疼痛控制情况、

负面情绪改善情况和护理满意率等方面较对照组优势明

显，再一次说明了疼痛干预护理在骨折病人术后疼痛护

理中的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骨折病人术后应用疼痛干预护理能够大

幅降低病人的疼痛程度，对于改善病人的负面情绪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值得临床普及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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