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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在老年髋关节置换病人围术期

护理中的价值

陆许倩

桐庐县中医院　浙江杭州　311500

摘　要：目的：髋关节置换围术期，对老年病人应用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所取得的效果。方法：本文以90例患者

为依据，选取的时间线为2021年1月-2022年1月，保证患者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以随机分配的模式将其划分为

两组，即观察组（45）与对照组（45），采用不同的护理管理模式，以常规质量评估模式对对照组患者围术期护理水

平进行评估，借助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对观察组患者围术期护理质量进行确认，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

指标合格率。结果：在观察组患者围术期护理环节，应用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可有效提升护理监测水平，提升

护理人员对患者异常化验等信息的掌握程度，提高患者感觉、运动与末端血运监测准确性，且患者产生并发症的概

率相对较低，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在髋关节置换围术期，对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加以利用，

可对患者护理重点进行确认，明确护理管理关键，提升护理服务品质，为患者带来更佳的护理体验，降低术后并发

症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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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hip replacement, the effect of applying th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of 

specialized nursing to the elderly patients was achieved. Methods: Based on 90 patients, this paper selected a time line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to ensure that the patients underwent hip replacement surgery, and divided them into two 

groups in a random allocation mode, name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45) and the control group (45), with different nursing 

management modes. The perioperative nursing level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evaluat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quality assessment mode, and the perioperative nursing quality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nfirmed with the 

help of specialized nurs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the pass rate of nursing quality indicator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nursing quality was applied in perioperative nursing of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nursing monitoring, improve the degree of nursing staff 

to master the abnormal laboratory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atients' sensory, motor and terminal blood 

flow monitoring,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hip replacement, the use of specialized nurs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can confirm the focus of patient care, identify the key of nursing manage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service, bring better nursing experience to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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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的年龄结构逐渐偏高，老龄化水平相

对较高，增加髋关节疾病产生概率。为实现对老年患者

髋关节疾病的有效治疗，我国愈加注重对髋关节置换术

的利用，降低患者的疼痛感，对患者的肢体行动功能等

加以改善。然而，在髋关节置换术应用过程中，所涉及

的创伤面积相对较大，加之老年患者体质相对较差，生

理功能呈现一定的衰退特征，提升术后并发症产生概率，

对围术期护理提出更高要求，增加护理任务量，提升护

理难度 [1]。故而，医院应对围术期护理予以高度重视，

向其中倾斜更多资源，保证护理质量，提升护理专业性，

加快患者术后康复速率，提升患者满意度。而专科护理

质量评价指标的运用，可对护理专业性与质量等进行评

估，为护理措施的改进提供支持，对患者安全进行维护，

降低并发症产生概率，提升护理管理水平。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本 研 究 在 对 研 究 对 象 进 行 筛 选 时， 从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1 月着手，选取 90 例开展髋关节置换手术的

患者，遵循随机分配法，对患者进行划分，促进对照组

与观察组的形成，各组 45 人，两组患者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在此过程中，应对患者进行监测，了解其是否处

于意识相对清楚的状态中，确认患者是否是第一次进行

髋关节置换手术，保障临床资料搜集工作的有序进行。

对两组患者的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在性别与年龄等方面

未存在显著差异，即 P ＞ 0.05，可开展后续研究。

表1　两组患者的基本信息

组别 例数
性别 年龄（岁）

男性 女性 年龄范围 平均年龄

观察组 45 25 20 62-85 73.12±6.68

对照组 45 26 19 63-87 72.65±7.21

T/χ2 -- 0.658 0.518 0.857 1.325

P -- 0.611 0.687 0.568 0.225

2. 方法

（1）对照组控制方法

对照组患者护理环节，对其加以干预时，会从基础

护理质量着手，对围术期患者安全管理效果进行评估，

确认等级护理管理品质，了解健康教育质量，积极开展

检查工作，对患者护理状况进行确定。

（2）观察组控制方法

①注重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首先，应成立研究小组，将专科护士纳入其中，辅

以护理学硕士研究生等，对髋关节置换术相关资料进行

收集，总结分析相应病例与护理措施等，确认对髋关节

置换术后恢复具有影响的因素，确定患者围术期护理重

点，了解专科护理评估的不足之处，为相应管理措施的

改进做好铺垫 [2]。其次，研究小组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

对髋关节置换术护理相应质量控制标准等进行确认，促

进相应评价指标体系的形成，如术后体位护理达标率与

切口感染率等，为护理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持，降低

患者术后并发症产生概率。最后，应深化对专科护理指

标的了解，明确相关指标的意义，提升各项指标的可操

作性，提升患者护理指标测量水平，保障专科护理措施

的落实，提升护理质量。

②在人员培训中投入更多精力与资源

在护理管理准备环节，应注重全过程全方位培训工

作的开展，如专项培训、理论知识培训与操作实践培训

等，提升护理人员对髋关节置换围术期护理管理相关内

容的了解程度，确认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应用价值，

为数据收集等工作的进行提供便利 [3]。

③加大专科护理评价指标数据收集力度

应加大责任机制实施力度，确认责任护士，对护士

职能与所负责的范围等进行划分，保障专科护理质量评

价指标护理机制的实施，从查检表着手，及时填写患者

护理措施落实状况，收集护理管理相关信息，为护理质

控措施的改进提供支持，提高专科护理水平。

3. 指标观察

在患者围术期护理环节，为实现对专科护理质量评

价指标应用效果的评估，应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术后并

发症产生概率等，确认不同护理干预模式的有效性，评

估患者感觉、运动、末端血运监测准确率，确定患者异

常化验、检查指标知晓率 [4]。

4. 统计学处理

借助 SPSS 25.0 统计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

析，通过 t 检验，以 n（%）对计数资料加以体现，通过

χ2 检验，以 x±s 对计量资料予以表示，确认检验结果 p

值，对数据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进行确认，以 0.05 为分界

值，若获得的 p 值大于 0.05，则没有差异；若获得的 p 值

小于 0.05，则数据差异显著，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结果

1. 在两组患者护理管理环节，对不同的质量评估指

标加以应用，所涉及的切口感染等未存在显著差异，但

跌倒干预有效性存在一定差异，P ＜ 0.05，且观察组患者

术后疼痛管理达标率相对较高，在压力性损伤干预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如表 2 所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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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两组患者专科护理观察指标进行分析，可发现，

在观察组患者护理环节，对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加以

利用，可有效提升患者感觉、运动等血运监测的准确性，

提高护理人员对病人异常化验等指标的了解程度，与对

照组护理管理模式应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如

表 3 所示。

表3　两组患者专科护理观察指标分析

组别 例数

患者感觉、运

动、末端血运

监测准确率

切口及引流

观察达标率

病人异常化

验、检查指

标知晓率

观察组 45 94.56 92.65 96.24

对照组 45 80.24 91.87 73.25

χ2 -- 7.658 0.257 8.654

P -- 0.008 0.625 0.006

三、讨论

髋关节置换围术期，对老年病人进行护理时，借助

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可提升护理管理系统化水平，

保障护理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提高护理质量 [6]。因此，

应对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制定加以重视，结合髋关节置换

术特征，考量护理学生特点，对髋关节置换围术期护理

重点进行确认，确定专科护理质量指标，提升围术期护

理水平，加快患者康复速率，实现对患者的精细化管理，

降低患者的术后并发症产生概率。与此同时，该质量评

价指标的建立，可对护理人员进行有效约束，对围术期

护理过程进行评估，保障专科护理不足之处的及时察觉，

并在此基础上，改进患者护理措施，提升护理人员对专

科质控标准的掌握程度，加大护理管理质量控制机制执

行力度，推动标准化护理管理体系的形成。若对传统护

理管理措施加以应用，过度依赖工作经验与习惯，评价

指标的制定科学性不足，护理质量评估全方位性不足，

不利于后续管理措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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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分析

组别 例数
跌倒干预有

效

压力性损伤

干预有效

深静脉血栓预

防管理达标
肺部感染 假体脱位 切口感染

术后疼痛管

理达标

术后体位护

理达标

观察组 45 38（84.44） 42（93.33） 41（91.11） 2（4.44） 0（0.00） 1（2.22） 39（86.67） 38（84.44）

对照组 45 31（68.89） 32（71.11） 30（66.67） 3（6.67） 2（4.44） 3（6.67） 25（55.56） 35（77.78）

χ2 -- 8.321 5.875 9.358 2.234 1.567 2.657 29.571 0.257

P -- 0.004 0.015 0.003 ＞ 0.05 ＞ 0.05 ＞ 0.05 ＜ 0.001 0.624

注：在对两组患者并发症进行分析时，即肺部感染率、假体脱位发生率与切口感染率，对Fisher确切概率法加以

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