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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护士应加强巡视，每30 min测量1次生命体征、血氧饱和度。术

中髋关节松解、牵拉及复位时容易导致神经、血管牵拉损伤, 严重者可

发生血管、神经危象，严密观察发现异常及时报告主管医生。

4.2 伤口观察

患者手术伤口长达20cm，术后第1、2 d重点观察伤口敷料固定、渗

血情况, 如果敷料被污染、浸湿或移位，即时告知医生更换避免感染发

生。观察敷料表面有无渗血，为明确出血是否继续, 可在敷料表面沿血

迹边界用红色记号笔勾画并标注时间，当渗血较多时需更换敷料，更换

的敷料注意计数换算出血量，如发现血迹边界在短时间内不断蔓延且伴

有血压、脉搏的变化，提示有活动性出血应立即报告医生进行对症处理

，防止因失血引起休克的发生。

4.3 疼痛管理

无痛护理干预重视患者的认知、心理、行为因素，使患者正确认识

疼痛，克服疼痛恐惧心理，预防因疼痛产生的肌肉痉挛，调动患者积极

性配合治疗和护理。采用多模式镇痛管理，即镇痛泵+双氯芬酸钠肌注+

局部冰敷。患者能自诉时护士根据VAS疼痛评分量表对患者疼痛程度、

疼痛性质、疼痛模式进行评估，及时、有效的疼痛评估,避免了盲目用

药，强化护士主体作用。

4.4 支具使用

患者术后行髋人字支具固定，由厂家和医生同时评估其腰部至脚趾

各项指标，厂家根据测量数据个性化制作髋人字支具模型，支具长度大

小合适，调整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螺栓松紧，以固定稳妥又不压迫

伤口为宜，卧床休息尽量减少搬动。告知患者排尿、排便时避免污染, 同

时保持腰骶部、足跟部支具内面平整, 以防形成局部皮肤压力性溃疡。

4.5 预防关节脱位

髋关节脱位是常见并发症之一，护理过程谨记“三防三位”。三防

：防止患肢内收、内旋、过度屈曲。双腿间放置楔形软枕防止患肢内收

；佩戴髋人字支具防止患肢内旋；膝关节下方垫软枕防止患肢过度屈曲

或伸直。适当保持髋关节外展10°～30°中立功能位，同时抬高患肢20

°～30°。禁止双腿交叉和盘腿动作。三位：重视翻身、搬运、排便体

位。每2h采用轴线翻身1次，健侧肢体先略弯曲，患肢稍外展，可借助

翻身毯保持髋部和膝部在同一水平面直线向健侧翻身，使用三角枕支撑

背部使其处于舒适体位，健侧卧位禁止患侧卧位。搬运时采用三人平托

法将患者轻轻放于床上。排便时卧床使用便盆，患肢与便盆在一条水平

线上，避免髋关节弯曲。“三防三位”可有效预防髋关节置换早期关节

脱位，对缩短下床活动时间具有积极影响。

4.6 康复训练

本患者术前臀部肌肉废用性萎缩时间较长，术后患肢均有不同程度

延长，故术后不可能像一般THA患者一样很快下床独立行走，要经过长

时间功能锻炼和扶拐才能独立行走，住院期间康复训练主要目的是尽可

能提高患肢肌力。患者麻醉苏醒后，根据康复护士制定的锻炼计划，术

后第一阶段：急性治疗期（第1-4天）指导患者进行肌力训练，包括：

股四头肌及臀肌的等长收缩，踝泵运动等；术后第二阶段：早期柔韧性

及肌力强化训练（第2-8周）即步态训练，单侧静态站立练习；术后第

三阶段：进一步强化肌力及回复功能（第8-14周），在医生监督下训练

使髋关节屈伸活动范围达到约90°。告知患者坚持以上运动至少半年以

上。

4.7 出院指导

本患者病情复杂，骨牵引后是分两次进行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

康复训练注意事项多，康复时间长，院外坚持正确锻炼方法极为重要，

为督促患者由办公护士登记联系方式，定期进行电话随访，指导康复锻

炼、提醒到院复查。要求患者3月内做到“三不”，即不坐矮凳，加高

至90cm，避免髋关节屈曲＞90°；不盘腿；不穿系带鞋，穿鞋时使用长

柄鞋拔。患肢负重严格遵医嘱执行，6周内不负重，6～12周部分负重，

12周后完全负重，并保持适当体重。

5、小结

全髋关节置换术发展至今已非常成熟，但成人高位先天性髋关节脱

位病例罕见，治疗方案复杂且手术难度大，失败率极高，这也给护理工

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在常规护理基础上，我们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实

施个性化的护理措施：术前双侧股骨牵引的护理；采用精准医疗借助3D

打印骨盆髋臼实物模型组织专家会诊，并定制金属假体模型进行拟手术

操；术后鼓励早期、主动进行肌力和关节活动度训练，避免因训练不正

确所致髋关节脱位，促进髋关节功能恢复，使患者尽早回到社会生活[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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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妊娠行腹腔镜手术治疗患者实施精细化护理
的效果
赵菊芬

（贵州省盘州市人民医院 553537）

摘要：目的：分析异位妊娠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使用精细化护理的效果。 方法：抽取2020年10月～2021年10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异位妊
娠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共86例，使用随机、双盲法进行平均分组，分为常规组43例，治疗组43例。常规组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的方式，
治疗组的患者使用精细化护理，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治疗组护理满意度为97.67%，常规组护理满意
度为86.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的发生率为18.60%，常规组的发生率为39.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精细化护理在异位妊娠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护理过程中应用拥有显著的护理效果，可以更好地保障患者的恢复情况，值得推广和应用在临
床治疗之中。

关键词：异位妊娠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精细化护理；护理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ine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ectopic pregnancy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ectopic pregnancy treated by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0 to October

2021 were randomly and double-blind divided into routine group (43 cases) and treatment group (43 cases). Pati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whil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efined nurs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7.67%,

and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86.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18.60%, and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39.53%,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refined nursing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patients with ectopic pregnancy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has rem[arkable

nursing effect, which can better guarante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Ectopic pregnancy is treated by laparoscopic surgery; Fine nursing; Nursing effect

异位妊娠是孕卵在子宫腔外着床并发育的一种疾病，导致这个疾病

出现原因是输卵管官腔存在炎症，导致官腔出现通畅度不高的问题，影

响孕卵的正常运行，促使胚胎在输卵管外停留和着床，最终导致患者出

现流产的现象，表现为腹部出现反复强烈的剧痛和引导出血以及休克等

症状。通常情况下，在治疗的过程中，都是采用手术治疗的方式。在治

疗之后，患者会出现不良反应，需要进行相应的护理。一般采用常规护

理的方式，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较低，而且患者的恢复情况较慢。因此，

就要寻找效果较高的护理措施，以此保障患者的护理效果，加快患者的

恢复速度。本实验以异位妊娠行腹腔镜手术治疗患者实施精细化护理的

效果为例，分析精细化护理应用的护理满意度以及护理效果。现总结如

下：

1、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抽取 2020 年 10月～2021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异位妊娠行腹腔

镜手术治疗的患者，共 86 例，使用随机、双盲法进行平均分组，分为

常规组 43 例，治疗组 43 例。治疗组女性病人 43 例，年龄 25~47 岁，

平均（36.34±0.59）岁，孕周 4-14 周，平均（9.37±0.77）周；常规

组女性病 43 例，年龄 26~48 岁，平均（37.37±0.61）岁，孕周 5-15

周，平均（10.12±0.69）周；经比较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性，（P

＞0.05）。

1.2 方法

1.2.1 常规组

使用常规护理的方式。主要做到以下几方面：首先，在手术开始之

前，为患者讲解治疗的方式和目的以及注意事项，梳理患者的不良心理，

加强健康知识教育。其次，在手术之中，控制手术室的温湿度，注意保

暖。最后，手术之后，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对患者进行饮食和康复训

练以及并发生预防等方面的知识教授。

1.2.2 治疗组

使用精细化护理的方式，采取与常规组一致的护理措施。在此基础

上进行精细化的护理。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术前的精细化护理：为患

者讲解疼痛的概念和原因以及类型，还有镇痛的方式，促使患者的疼痛

认知和自我保护等能力提升；与患者进行沟通，带领患者熟悉医生和护

理人员以及住院环境，消除陌生感，提高患者的配合度。其次，术后的

精细化护理：①把患者放在监护单元，为患者提供低流量吸氧，流量为

3L/min，时间为 6h，为患者进行季肋部和肩背部的按摩，按照由上到下

的原则，间隔为 3h，按摩时间为 20min；②在术后的 12h，拔除导尿管，

在护士的帮助下变为侧卧位，角度为 130°，以此减少腹部的疼动感；

术后 1d，进行切口四周的冰敷，固定和及时更换冰袋；③术后 24h 进行

相应的锻炼，锻炼时护理人员要在一旁协助；④术后 3天进行腹式呼吸

锻炼，频率为7 次/min，时间为 20min，并与患者进行交谈，为患者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

1.3 观察指标

1.3.1 护理满意度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分以及对比，借助本院自制满意度

调查表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分为非常满意和满意以及不满意。非

常满意：＞80 分；满意：80 分－60分；不满意：＜60分。满意度=（非

常满意+满意）/总例数×100%。

1.3.2 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主要有轻度和中度以及重度等现

象。发生率=（轻度+中度+重度等疼痛）/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0 软件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x ±s

表示，行 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x
2
检验，当 P＜0.05 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比两组的组间差异，发现治疗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的比较（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治疗组 43 31 11 1 97.67

常规组 43 28 9 6 86.06

x2 3.888

P 0.049

2.2 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对比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发现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

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n，%）
组别 n 轻度 中度 重度 发生率

治疗组 43 4 3 1 18.60

常规组 43 11 9 6 39.53

x2 4.567

P 0.033

（下转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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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干预对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
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高维

（贵州省盘州市人民医院 553537）

摘要：目的：研究延续护理干预对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及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分析2020年1月-2021年10月我院收治的136

例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各68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延续护理模式，对比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以及负性情绪。结果：经延续护理后，观察组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方面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延续护理干预具有
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延续护理干预；脊柱骨折；脊髓损伤；生活质量；负性情绪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and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October 2021, 136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and spinal

cord injury were analyz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8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mode, whil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continuous nursing mod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continuous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i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P < 0.05). Conclusion: Continu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value.

Keywords：Continu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Spinal fracture; Spinal cord injury; Quality of life; Negative emotion

临床治疗中，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属于较为严重的疾病，在患病期

间为患者带来的痛苦时间较长，且会对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瘫痪。一般

情况下，患者在治疗疾病后大部分并不能痊愈，若患者在治疗期间护理

不当，就会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很大影响，且会增加患者负性情绪。想

要了解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的在临床治疗中采取护理干预方式对

患者生活质量及负性情绪的影响，就要通过实际研究证明，本次以我院

收治的 136例患者作为研究主体，现研究报告如下：

1、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136 例脊柱骨折伴脊髓

损伤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各 68 例。对照组：男性 42例，女性 26例；

年龄 21-55 岁，平均年龄（36.32±1.59）岁，病程 0.2-0.9 年，平均

（0.71±1.21）年；观察组：男性 48 例，女性 20 例；年龄 23-58 岁，

平均年龄（39.33±1.99）岁，病程 0.3-0.89 年，平均（0.69±1.12）

年。两组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均采用常规护理模式，为患者提供健康知识教育、

家属护理指导护理服务，定期为患者翻身。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开展延续

护理模式，具体方式如下：

1.建立护理资料表：为患者建立独立的延续护理资料表格，记录患

者姓名、年龄、骨折位置及骨折原因、病情发展情况与治疗情况。根据

患者后期随访实践与主治医师的姓名等信息记录在档。患者出院后的 5

个月开展随访，采取 2 周/次的方式，针对患者的康复情况、行动恢复

情况及生活质量、负面情绪等情况，记录在患者延续护理资料中，并指

导家属陪伴患者做出康复训练。

2.具体延续护理内容：患者住院期间进行心理护理，医护人员全程

面带微笑服务，因患者病情特殊，所以易出现烦躁、焦虑等情绪，医护

人员要保持耐心的疏导与安慰，照顾患者内心感受，帮助患者减轻心理

及病情压力，提升治疗依从度。

3.为患者及家属提供锻炼康复指导，根据患者机体及病情情况制定

运动计划，指导患者每日进行康复锻炼。锻炼内容包含行走、坐卧、站

立及翻身等等。

4.在患者出院后定期开展随访，随访后记录患者的恢复情况，调查

并记录患者的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与患者家属积极沟通，掌握患者生

活与恢复的具体情况，帮助患者及家属解决困难。

1.3 观察指标

采取我院自制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表，分为高中低三个评分，评分

越高，满意 100 份，患者生活质量越高；采用 SDS（抑郁自评量表）、SAS

（焦虑自评量表）对患者采取负性情绪测评，评分越低患者焦虑情况越

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8.00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使用x�±s表示，

行 t值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行 x2检验，当 P＜0.05 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比较前两组患者各项参数均无明显差异（p＞0.05），比较后观察组

患者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对比两组生活质量[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生活优质率

对照组 68 33 10 28 63.23

观察组 68 48 8 12 82.35

x2 0.004

P 0.000

2.2 对比两组患者负性情绪情况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各项参数对比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

观察组有明显变化，且 SDS、SAS 评分优于对照组。详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负性情绪情况的对比[x�±s]

组别 n SDS 评分 SAS 评分

对照组 68 49.69±6.98 48.96±6.13

观察组 68 36.33±6.32 36.33±7.12

t 11.700 11.085

p 0.000 0.000

3、讨论

骨折疾病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导致患者的护理及住院时长

较长，因为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一般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所以在

治疗期间，患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并因为病情特殊，导致患者极易出

现负面情绪，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在延续护理模式开展期间，医

护人员采取制定患者独立病情档案、记录患者病情等情况，采取心理疏

导并随访患者恢复情况，帮助患者及家属解决困难，可以有效提升患者

生活质量，降低负性情绪。

延续护理属于现代化的护理教育模式，具备一定的延展性与开放性，

患者在住院后给予延续性护理，能够有效帮助患者提升生活质量，加强

患者心理疏导，帮助患者排解心理问题。结合临床治疗来看，大部分脊

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及家属在康复护理知识方面都较为匮乏，所以无

法开展相应的护理及康复训练，通过患者配合延续护理干预，可以有效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降低负性情绪。

综上所述，延续护理措施在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良好，能够明显减轻患者负性情绪，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极高的临

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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