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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在人工髋关节置换护理中的应用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评价
徐　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关节外科　重庆　400016）

【摘　要】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在人工髋关节置换护理中的应用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评价。方法 将 2016 年 2 月 --2019 年 6
月之间在我院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 64 例患者按治疗时间的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2 组，每组各 32 例，对于对照组行人
工髋关节置换的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健康教育护理。对比两组患者对责任护士的护理满意度的评价。结果 观察组的患者对于责
任护士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临床护理操作中，对于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给
予健康教育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对责任护士的满意度，起到增进医患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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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主要用于治疗股骨头缺血坏死、髋关

节先天性发育不良、老年患者股骨颈骨折。目前髋关节置换手

术多采用生物型假体，手术入路通常会采用后外侧入路，前侧

切口入路目前也比较流行，很多医院都已经开展 [1]。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逐渐升高；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该治疗手法对于 50 岁以上的

髋臼破坏严重或有明显退变、疼痛重、关节活动明显受限的患

者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2]。为了探讨如何收获患者对于护理人

员更高的满意度，特对我院的 64 例进行髋关节置换的患者进

行研究，先报告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 --2019 年 6 月之间在我院行人工髋关节

置换术的 64 例患者按治疗时间的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 2 组，每组各 32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16 例、女 16 例；

年龄 均在 52 岁 -74 岁之间，平均年龄（58.44±5.26）岁，

观察组患者中男性 20 例、女 12 例，年龄均在 57 岁 -73 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57.76±4.86）岁；两组患者年龄均在 50

岁以上、有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手术指征、患者除该疾病以

外无其他导致行动不便的疾病、患者身体素质可耐受手术，为

患者进行护理操作的均为同一批护理人员；对比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患者及家属均同意此项研究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1.1 方法

对于对照组给予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常规护理，具体操作

如下：对于住院患者及家属进行常规入院宣教，宣教内容包括

住院的注意事项、病房周围的设施、术后注意事项及常规出院

宣教；对于观察组给予健康教育护理，具体内容如下：①入院

时健康教育：入院时责任护士向患者介绍责任护士及责任医生；

并热情的向患者介绍病房设施及入院注意事项，为患者进行术

前的心理辅导，改善患者紧张的心态；②术前健康教育：在手

术开始前配合医生为患者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及手术的基本过

程，减少患者对于手术的恐惧感；③术后健康教育：手术完成后，

责任护士要注意患者患肢血运是否正常，及时发现血栓形成的

迹象，防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3]。保持正确体位，防止外旋、

内收，避免股骨头脱出。保持引流通畅，同时观察引流液的色、

量等。④日常护理：由于患者术后卧床时间较其他疾病长，日

常生活活动均会受限，患者在术后恢复中容易出现压疮、肺炎

及尿路感染等相关并发症，因此在日常护理中，护理人员应该

保证病床床铺的舒适及整洁度，让患者定期翻身，并对长期压

迫部位进行按摩的护理，每 2h 更换一次臀部的护理垫，让患

者学会在床上咳嗽，并鼓励患者不要惧怕疼痛，避免出现坠积

性肺炎，在患者咳嗽或咳痰时，给予患者拍背护理或告知配合

家属拍背手法，必要时可以请示医师给予超声雾化吸入 ; 鼓励

患者在其身体条件允许尽早的进行术后离床活动，并告知患者

及配合家属可待关节囊及周围软组织愈合，髋关节已相对稳定

后才可扶拐下床活动 [4]。⑤出院时健康教育：患者出院，宣教

患者及家属不可在术后过早负重，常规应在手术后的 4~6 周复

查 X 线片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可以弃拐行走，具体情况

要根据当时病情而定，术后避免避免剧烈运动和患肢单腿直立、

尽可能不做下蹲运动和盘腿运动 [5]。

1.2 观察指标

观察并评价两组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对责任护士的

护理满意度。满意度越高提示患者对于责任护士的护理越满意。

1.3 统计学

文中计数、计量资料分别用x2、t检验，SPSS20.0软件处理，

P＜ 0.05，说明对比数据差异明显。

2 结果

观察组的患者对于责任护士的满意度比对照组的患者满意

度更高，具体数值见表 1

表 1：患者对于责任护士的满意度评价 [n（%）]

组名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32 18 6 8 75.00
观察组 32 25 5 2 93.75
卡方 - - - - 4.27

p - - - - 0.04

注：2组对比结果，p＜ 0.05。 

讨论

健康教育的理念是以人为本，为患者设计具有本人特色的

护理方案。行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大多都遭受了较长的疾病的

困扰，在治疗期间较容易出现烦躁、不配合的情绪，对临床护

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也因此医患关系更容易出现矛盾。健

康教育这一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具备足够的耐心去面对病人，这

样一来能够很大程度上的改善这一问题。在此次研究中，观察

组的患者对于责任护士的护理满意度为 93.75％，相较于对照

组患者的 75.00％ 显著提高。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看出，健康

教育护理相对于传统的护理模式更能被患者及家属接受，在护

理工作中为护理人员带来便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患关系，

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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