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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肢多发性骨折合并休克患者进行急诊护理的体会

陈　茹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　江苏淮安　211731

摘　要：目的 : 探究在下肢多发性骨折合并休克患者的临床上采取不同的急诊护理模式所取得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

择我院自 2021年 6月至 2022年 6月期间收治的 150例下肢多发性骨折合并休克患者作为参考，将其划分为对照组
75例（常规护理干预）与试验组 75例（急诊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护理满意度、住院时间、
下床时间等指标数据。结果 :实验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与满意度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 0.05）；实验组住院时间、下
床时间短于对照组，统计学分析有意义（P<0.05）。结论 : 在下肢多发性骨折合并休克患者的急诊护理工作中，为了
增强护理效果，加快患者的预后恢复，须采取急诊护理干预措施，并将其作为最佳的护理方案力求在临床上得到广

泛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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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emergency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of lower limbs combined with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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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different emergency nursing mode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combined with shock. Methods :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of lower limbs combined 
with shock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s reference, and divided into 7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75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nursing satisfaction, length of stay, length of getting out of bed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omplication rat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and getting out of b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emergency 
nursing work of patients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of lower extremities combined with shock,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speed up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prognosis,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nd the best 
nursing plan should be widely respec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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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临床上，下肢多发性骨折是患者下肢发生两处或

者两处以上的骨折，大多数患者同时会合并休克或脏器

损伤。按照休克类别的不同，可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失血

性休克与创伤性休克两种类型 [1]。若患者无法及时得到

诊疗，会严重威胁其身心健康。随着临床诊疗技术的快

速发展，急救护理工作近年来在临床上得到了飞速的发

展，通过对下肢多发性骨折合并休克患者实施针对性的

急诊护理工作，对患者的预后恢复极其有利 [2]。

一、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自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150 例下肢多发性骨折合并休克患者作为参考，其中，

男 83 例，女 67 例，其年龄区间均在 48—61 岁，骨折

发生距离住院时间均为 0.5—1.5 小时；纳入标准：临床

上符合下肢多发性骨折合并休克疾病诊断标准、未伴有

严重精神、意识障碍的患者；排除标准：伴有严重精神、

意识障碍及恶性肿瘤的患者，上述所有入选患者的性别、

年龄、发病至入院时间等临床资料的比较未见显著差异

（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自入院后，由护理人员实时观察患者

的各项生命体征，一旦发现异常，须在主治医师的准许

下采取相应的诊疗措施。同时，遵医嘱给予患者适量的

药物，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试验组：（1）首先，考虑到患者的休克时间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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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容易诱发生命危险。为此，在开展临床护理工作

时，医护人员须确保患者的呼吸道畅通，并保证患者体

位的适宜，以平卧位为主。为了避免患者的呕吐物发生

误吸，医护人员须将患者的头部适当抬高，必要时需建

立呼吸气道，以保证患者呼吸的畅通。一旦患者出现呼

吸困难症状时，医护人员须适当抬高患者的躯干，若发

生低温时，须立即为患者盖被子取暖。（2）其次，患

者因为病情的反复从而产生紧张、焦虑的负面心理，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续治疗。为此，医护人员须密切

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并指导家属如何开导患者，以缓

解患者的不良心理，取得患者家属的配合，解除心理负

担，指导患者学会自我情绪调节，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

若患者治疗期间躁动不安，必要时可以使用镇静剂。（3）

下肢多处骨折合并休克患者易发生心脏骤停，护理人员

需要结合患者实际状况确保患者有效供氧，并采取急救

护理，确保患者的生命状态平稳。（4）疾病发生后患

者会感到疼痛，进而增加应急反应的发生，对患者护理

依从性及机体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医护人员需重

视对患者进行疼痛护理，帮助患者降低疼痛感知，进而

增加护理及治疗依从性。根据患者疼痛情况时候护理，

必要情况需要在医嘱指导下对患者进行药物镇痛。对患

者进行积极疏导，鼓励患者学会克服疼痛。（5）在实

际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需要重视对患者进行病情观察，

观察其是否存在出现状况，并及时采用压迫法进行止血。

如果患者有大血管破裂等出血，在使用血管前应及时进

行止血。在病人止血后，应该清理病人的伤口并缝合。（6）

并发症的护理措施。患者疾病发生后需及时进行手术治

疗，经常使用麻醉等药物，进而导致术后相关并发症的

发生率随之增加，对患者机体健康及疾病治疗效果成产

生消极影响。对于上述状况，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

正确的饮食指导，日常饮食中选择高蛋白质、高纤维以

及高热量食物，尽量避免病人吃辛辣食物。同时，患者

需要长时间呆在床上，血液循环不畅，进而导致褥疮等

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因此，护理人员需要重视对患者

进行体位护理，并保持病房的干燥和清洁，进行深呼吸

指导，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护理疗程结束后，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护理满意度、住院时间、下床时间相关数据。其中，护

理满意度的衡量可以划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与不满意三

种类别。

1.4 统计学方法

分别用（x±s）与 % 来代表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

下床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护理满意度两项数据中蕴

含的计量资料与计数资料，并以 t 与 x2 来代表二者的检

验工具，若上述数据结果的比较差异明显，则以 p ＜ 0.05

表示。

二、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对照组在实施常规护理后，3 例发生压疮、4 例发

生切口感染，其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9.33%；试验组在实

施急诊护理干预后，仅有 1 例发生切口感染，其并发症

发生率为 1.33%，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实验组的满意率为 65

（86.67），对照组满意度为 50（66.67），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如表 1 所示：

表 1：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结果（%）

组别 数量
非常满

意
满意

不满

意

满意

率

对照组 75
18

（24.00）

32

（42.67）

25

（33.33）

50

（66.67）

试验组 75 22（29.33）
43

（57.33）

10

（13.33）

65

（86.67）

X2 8.3851

p 0.0037

2.3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下床时间比较

实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下床时间短于对照组，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如表 2 所示：

表 2：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下床时间比较结果（d，X
±S）

组别 数量 下床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 75 3.06±0.34 22.55±4.24
试验组 75 1.62±0.26 16.25±3.33

T 29.1360 10.1198
p 0.0000 0.0000

三、讨论

在临床上，下肢多发性骨折是常见的外伤类型，其

起病急、发展迅速，若机体的多处骨折叠加，会对患者

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在下肢多发性骨折

的临床护理工作中，急救护理是针对急性病症开展的护

理工作，可有效稳定患者的病情，并尽量减低创伤程度，

为后续手术治疗提供更多的时间和条件 [3]。

对于多发骨折合并休克患者的急救，需要及时采取

有效治疗措施，并配合积极的护理干预方案，避免抢救

的浪费时间和仓促，争取和把握疾病抢救的最佳时机，

最大限度的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4]。除此之外，护理人员

需要实现与抢救医生的无缝隙配合，评估损伤情况，帮

助患者有效稳定病情状况，保持生命体征平稳，尽快安

排手术治疗，实现急救治疗及护理工作有序进行 [5]。除

此之外，实际护理中，急救护理人员在危急时刻不乱、

有秩序，应技术熟练、经验丰富，迅速评估病情，帮助

患者及时纠正休克状况，做好术前准备，进而实现最佳

急救效果，提高抢救效率 [6-7]。

急救护理的实施重视以患者为中心，患者入院后需

及时评估患者的病情状况，记录骨折原因、创伤部位以

及骨折时间等 [8]。同时，由另一名护理人员为患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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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通道，快速输血，进而帮助患者更加快速的具备手

术指征，保障其生命安全。术前应避免过度运动，固定

骨折部位的下肢，防止骨折发生二次损伤，增加治疗难

度的同时，影响机体健康 [9-10]。此外，这个时候还需要

及时清除口腔内的分泌物，注意患者呼吸道的正常情况，

帮助患者保持呼吸顺畅。如发现呼吸道有痰沉积，可进

行人工吸痰，再经鼻插管式送氧。如果患者下肢骨折部

分出现大出血状况，护理人员应结合患者实际在出血部

位结扎止血 [11]。需要主要的是，不要对骨折部位施加过

大的压力止血，以免骨折刺穿皮下血管。除此之外，需

要重视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降低患者对疾病的恐惧感，

进而增加治疗及护理依从性，保持健康的情绪状况，实

现护理工作的有效实施，改善疾病治疗及预后结局 [12]。

在此次临床研究中，针对我院收治的部分下肢多发

性骨折患者分别采取不同的临床护理干预手段，对其临

床疗效进行总结和分析得知：应用急诊护理方案的患者，

其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降低，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了其临

床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急诊护理实施价值高，对提升治疗效果，

缩短住院时间，抑制相关并发症具有积极意义，安全性

较高，可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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