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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股骨骨折应用综合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许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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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期间，综合护理干预可以调节患者的身体状态，本文通过对照分析

的方式探讨这种护理方式的临床效果。方法：本次研究使用对比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选取 2019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期

间，部分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进行对比，将患者均分为 50 人一组的小组，其中研究组患者接受综合

护理干预，而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形成对比，观察临床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1）分析者 Harris 评分差异，

与对照组患者相比，在手术之前的评分差异不显著（p ＞ 0.05），接受手术治疗之后，研究组患者第 12 周以及 24 周的评

分均占据显著优势（p ＜ 0.05）；（2）对于关节疼痛评分、次数以及时间，在通过不同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后，研究组患

者的次数明显较少，并且疼痛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疼痛评分也更加优异，差异显著（p ＜ 0.05）；（3）比较生活质量水平，

研究组患者实验室统计结果均更加优异（p ＜ 0.05）。结论：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的过程中，通过实施综

合护理干预可以取得更好的护理效果，有效改善的患者髋关节功能，使得患者疼痛改善速度加快，可以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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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人群中，股骨粗隆间骨折属于老年人非常常见

的一种疾病类型，并且有非常高的发病率，患者在患病后髋

关节会出现肿胀、疼痛等症状，对患者行走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股骨粗隆间骨折的发病概率

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1]，主要是由于人体年龄不断增加的

同时，骨质也越来越差，骨强度明显降低，在受到外界的撞

击时，患者的反应能力不够敏捷，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导致

患者发生股骨粗隆间骨折。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在患病后髋

关节出现剧烈疼痛，影响患者的站立，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

成一定的影响 [2]。一般情况下，患者发生股骨粗隆间骨折后

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治疗，但是患者在手术结束后活动

能力受到限制，下肢部位极容易发生静脉血栓，尤其是对于

心肺功能以及免疫功能较差的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受到外界

创伤，会对患者的后期康复造成负面影响 [3]。有学者研究后

发现，通过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方式可以使得患者术后预后

效果得到改善，对于骨折的患者而言非常有效，可以改善患

者的关节功能，加快患者的恢复速度。基于此，我科为了减

轻股骨粗隆间骨折对于患者产生的负面影响，将综合护理干

预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统计，通过对比分析的方式观察这种

护理方式的临床优势，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实验需要告知所有研究对象具体流程以及预

期结果，以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开展实验，患者在充分了解

实验内容的基础上签写实验同意书。在 2019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期间选取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在我院接受手

术治疗，共计 100 例，将患者分为两组，统计所有研究对象

的基本资料，以组为单位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研究组患者

而言，年龄范围、平均年龄、体重指数、男女比例分别为：

（38-74）岁、（54.86±4.65）岁、（19.32±0.54）kg/m2、

(26:24)；对于对照组患者而言，年龄范围、平均年龄、体重

指数、男女比例分别为：（36-74）岁、（55.54±4.45）岁、

（19.34±0.51）kg/m2、(27:23)；在原发疾病类型方面，分

为单纯性骨折、应力骨折、病理性骨折、放射后骨折四类，

在研究组患者中，以上四类分别有 22 例、11 例、11 例、6 例，

对照组患者中分别有 22 例、10 例、10 例、8 例。发两组病

人的各项数据均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试验可以进行。

在试验开始之前，将试验的内容和研究对象提交给医院的伦

理委员会，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后进行。

纳入标准：（1）患者均符合股骨粗隆间骨折诊断标准；

（2）患者的各项资料均完整准确；（3）患者的认知功能未

出现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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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1）患者出现明显意识障碍；（2）患者

身患传染病；（3）患者在接受实验过程中存在依从性较差

的情况，无法顺利配合完成实验。

1.2 方法

对照组：记录患者的实际体征指标情况，当患者出现

异常情况时，则及时与主治医生沟通，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

干预。监督患者定期复诊、科学用药等等。

研究组：（1）心理护理：在整个护理过程中需要不断

地为患者讲解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治疗流程，并且将

骨折手术治疗的安全性告知患者，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在交流过程中保持耐心、温柔的态度，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

状态变化，当患者出现负面情绪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及

时进行辅导 [4]。（2）在患者办理入院接受治疗时，需要帮

助患者在短时间内对医院环境进行熟悉，使得患者熟知为其

进行治疗的医疗团队，并且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在治疗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以及患者目前为止的患病情况，使得患者以及患

者家属最大程度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全面掌握患者的病

情，对患者的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并对与疾病有关的基

线数据进行详细的记录，建立管理电子文件，记录患者血压，

血脂等，强调对治疗的禁忌进行标记，并对风险因素进行分

析 [5]。（3）系统化康复训练：护士需要对病人进行适当的

康复指导，锻炼他们的肌肉和肢体力量，手术后 3 天内，引

导病人向上活动，使病人保持在半躺的位置，以保证病人的

肢体在外展中立位置，下肢在床上支撑和弯曲，用两只手抓

住吊环，身体适当地抬起，保证髋部完全脱离床，8 秒后停

止 [6]。在指导病人进行下肢肌肉的运动时，背部和大腿的肌

肉收缩，10 秒后放松，重复这个练习。（4）疼痛干预：术

后麻醉作用消失，病人会有痛觉，可以通过按摩、抬高患肢

等方法来减轻疼痛，通过轻柔的音乐来分散病人的注意力，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镇痛药 [7]。

1.3 观察项目

1.3.1 比较患者的髋关节功能评分（Harris 评分）水平，

分别在手术之前、术后 12 周以及术后 24 周三个时间段进行

测评。

1.3.2 比较关节疼痛评分、次数以及时间差异。

1.3.3 比较生活质量水平差异。

1.4 统计学分析

测验数据均在 SPSS22.0 中录入，在表述计数资料的时

候，为 % 的方式，应当对结果实施卡方检验。在表述计量

资料的时候，则为（x±s）的方式，并对结果做出 t 检验。

在不同检验下要采取数据统计学分析，以 P ＜ 0.05 为界限，

如果符合该情况，则视为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 Harris 评分水平差异

研究组患者在手术之前、术后 12 周、术后 24 周三个

时间段的评分分别为（73.26±4.15）分、（81.26±3.59）分、

（91.56±1.62）分；对照组患者分别为（72.95±4.26）分、

（76.26±3.57）分、（84.26±2.48）分。与对照组患者相比，

研究组患者在术后两个时间段的 Harris 评分水平均存在显著

优势（p ＜ 0.05）。

2.2 比较关节疼痛评分、次数以及时间差异

在通过不同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次

数明显较少，并且疼痛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疼痛评分也更

加优异，差异显著（p ＜ 0.05）。具体如下表 1 所示：

表 1：患者关节疼痛评分、次数以及时间差异统计表（x±s）

组别 例数 关节疼痛持续
时间（min）

关节疼痛次数
（次 / 周）

关节疼痛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50 9.50±2.51 7.63±0.54 3.50±0.50 0.37±0.08

对照组 50 14.02±1.01 16.21±2.98 3.35±0.77 1.48±0.24

t - 4.598 6.015 0.015 3.621

p - ＜ 0.05 ＜ 0.05 ＞ 0.05 ＞ 0.05

2.3 统计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差异

从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社会功能、生理功能、情感

职能方面进行评价，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之后，对照组患者

以上评分分别为（73.25±10.38）分、（63.52±10.25）分、

（69.43±10.66）分、（70.41±9.55）分、（73.25±10.61）

分；研究组患者以上几项平均评分分别为（79.23±11.41）分、

（71.53±1.09）分、（79.74±10.53）分、（80.54±9.36）分、

（80.35±11.37）分，研究组患者各项评分更优异，差异显著（p

＜ 0.05）。

3. 讨论

老年人的骨骼比较脆弱，很容易出现骨折，特别是股

骨粗隆间骨折，会对血管、器官造成损伤，造成残疾，甚至

死亡，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威胁 [8]。对于股骨粗

隆间骨折的患者，骨折部位的骨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前倾后

倾、外旋内收等异常情况，通过手术可以对移位情况进行纠

正，但是骨关节在修复过程中耗时较长，通过手术的方式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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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矫正骨折部位，但是患者在校正过程中需要承受剧烈

的疼痛，并且发生骨折的肢体呈现无力状态，患者不能随意

地自由活动，因此在手术结束后应该为患者实施科学有效的

护理，使得患者在手术结束后的关节恢复情况更好，加快患

者的术后恢复速度 [9]。但是接受手术治疗的股骨粗隆间骨折

患者在术后恢复过程中通过常规的护理方式，患者相对比较

被动，大多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护理，往往忽略了对

患者心理变化的关注，因此普遍存在护理效果不理想的情

况，对恢复的速度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以人为本的治疗

理念深入人心，综合护理能够为患者提供包括心理、康复指

导等全方位的护理措施，护理内容全面而丰富。全面实施后，

可以使医院的护理工作规范化、程序化，保证工作的规范化、

规范化，从而为医院的资源合理使用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

可以改善病人的康复和生存质量，降低术后并发症 [10]。在

本次研究中，以对比的方式进行实验，将常规护理法作为对

照，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于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康复情

况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在手术结束后不同时间段

的髋关节评分均比对照组更加优异，在术后康复的过程中发

生疼痛的次数以及每次疼痛的时间均有所降低，对患者的关

节疼痛情况进行评分，研究组患者的疼痛评分明显更低，统

计患者在接受康复治疗后的生活水平差异，可以发现两组患

者在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

明显优势。

综上所述，对于接受手术治疗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

要选择适当的康复方法。在这一研究中，由于个案数量不多，

且缺少以实证为依据的实证，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样本和更

具前瞻性的研究。然而，这些资料也初步证明了综合护理干

预在临床上有很好的疗效，可以得到更多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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