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医学研究 ·护理园地· 

 ·91·

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在四肢骨折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研究 

梁雨婷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上海市  200003 

【摘  要】目的：在四肢骨折患者接受医治过程中加入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后分析具体情况。方法：以在我院接受医治的四肢骨折患者

为对象，共 60 例，分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后每组 30 例，前组（常规护理），后组（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随后对比两组患者 VAS、心

理状况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1d、3d、5d 和 7d 的 VAS 评分观察组比对照组低，P＜0.05；观察组 SAS、SDS 比对照组低，P＜0.05；护理满意度观察组

比对照组高，P＜0.05。结论：将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应用在四肢骨折患者中后可看出，患者的疼痛反应得到改善，焦虑以及抑郁的情绪得到

缓解，进而提高了护理满意度，对此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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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骨折的所致原因与撞击以及骨骼疾病有关，临床症状为局部疼

痛、功能障碍以及肿胀等，还有一小部分患者会出现发热反应，其中静

脉血栓栓塞为此病术后的并发症，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1]。对此需及时开

展预防工作，进而降低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以往应用次数较多的方法为

常规护理，但此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进而影响护理效果。而风险评

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则不同，此护理方式可通过开展风险评估的方

式来制定风险管理方案，进而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缩短救治时间[2]。对

此该文章主要分析对四肢骨折应用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后的

基本情况，相关研究方法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60 例，均经临床检查后为四肢骨折疾病者（2022.7 月～2023.7

月）将上述患者分成两组后每组 30 例，对照组：男性和女性例数占比为

16：14；均来自 30~70（56.81±1.75）岁；观察组：男性和女性例数占比

为 19 例和 11 例，年龄范围在 31 至 71 岁之间，平均（56.54±1.16）岁。

分析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上述数据，P＞0.05，两组之间未发现差异性。 

1.2 方法 

对照组护理方式：常规。告知患者需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同时为

其讲解有关疾病的相关知识，并查看患者体内液体的总数量、皮肤状态

等。 

观察组：实施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具体内容如下：（1）

加强风险预防意识：由此疾病的相关人员组成护理小组，组建后由小组

内经验最为丰富的人员为其他人员讲解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

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小组成员的自我责任感和工作效率。（2）应急计

划：护理人员需评估在护理中可能存在风险的概率，随后根据评估结果

制定应急方案，在制定过程中需让所有小组成员参与其中，让每个人充

分认识到方案内容，这不仅可发挥小组成员的主观能动性，还能够增强

相关人员的管理意识，进而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3）强化护理人员

专业培训：医院需定时将相关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学习有关骨科的相关内

容，比如跌倒、感染等。对于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因素，护理人员可

采用查房以及会诊的方式来提高护理人员对于风险管理的临场应变能

力。（4）强化护理风险管理：当患者办理完入院手续后，护理人员需仔

细查看患者的基本情况，随后根据其症状反应为其制定护理方案，并在

护理时，运用动态护理的方式，为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讲解风险管理的方

法，进而增强其自护能力。对于危险系数较低患者，可选用常规的护理

方式进行，做到定时打扫病房的环境，进而降低应激反应的发生率，同

时采用按摩的方式来缓解肌肉的紧绷感。对于危险系数较高的患者，需

立即通知主治医师，避免威胁生命安全。（5）人文关怀：入院后护理人

员需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对于状况较差的患者，可为其讲解在我院医

治后恢复效果良好的案例，进而缓解不良情绪，提高依从性。 

1.3 观察指标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分析两组患者 1d、3d、5d 和 7d 的评分。 

在两组心理状况中，采用焦虑（SAS）、抑郁（SDS）自评量表的方式

进行分析。 

在护理满意度中，分析两组非常满意、一般以及不满意的数据，其

中总满意的例数和占比=非常满意+一般。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的表达方式和检验方法分别为均数±标准差和 t，计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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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方式和检验分别为百分比和 X2，用 SPSS22.0 分析 VAS、心理状况

以及护理满意度的数据，分析后 P＜0.05，两组之间的数据有差异性。 

2 结果 

2.1 两组 VAS 评分 

VAS 的每项评分观察组均比对照组低，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 VAS（分） 

分组 例数 1d 3d 5d 7d 

观察组 30 3.90±0.72 2.77±0.22 1.68±0.03 0.62±0.03

对照组 30 6.30±0.23 4.08±0.08 3.12±0.11 1.77±0.12

t  17.391 30.650 69.175 50.922 

P  0.000 0.000 0.000 0.000 

2.2 比较两组患者心理状况评分 

与对照组的心理状况进行对比有差异性，观察组的恢复效果更好，P

＜0.05，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况（分） 

SAS SDS 
分组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54.46±1.71 33.02±1.32 56.27±1.26 38.11±5.46

对照组 30 54.81±1.32 42.46±9.13 56.03±1.15 45.47±8.03

t  0.887 5.604 0.770 4.151 

P  0.378 0.000 0.444 0.000 

2.3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相比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更高，P＜0.05，组间有差异性，

数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n（%）] 

分组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30 20 7 3 27（90.00）

对照组 30 15 5 10 20（66.66）

X2     4.811 

P     0.028 

3 讨论 

四肢骨折属于多发性创伤疾病，可间接影响身体器官中的其他组织，

造成器官损伤等情况，一般采用手术的方式进行医治，但医治后患者通

常会出现疼痛、肿胀以及感染等情况，加之手术具有一定的创伤性，这

使得部分患者会出现精神失常等现象[3]。同时在医治期间，患者需卧床休

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正常生活，进而影响了医治的最终效果，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可采用护理干预的方式进行，提高依从性，其中常

规护理和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在临床中的应用次数较多[4]。常

规护理是根据固有的护理方案来开展护理工作，相比其他护理方式较为

单一，护理效果较差[5]。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是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成立的护理方式，可有效弥补常规护理的不足之处，是通过培训

的方式来提高护理人员对护理方案的认知度和自主应变能力，同时制定

相应的管理制度，提高医治效果。此外，还对患者周围的环境进行干预，

进而增强其舒适度，随后对比心理状况较差的患者，开展疏导工作，让

其了解情绪的重要性，提高其依从性，为保障医治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对此该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在 VAS 中，观察组 1d（3.90±0.72）分、3d（2.77

±0.22）分、5d（1.68±0.03）分、7d（0.62±0.03）分比对照组低，P＜

0.05，这表明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其

制定护理方案，进而缓解其疼痛感，缩短恢复时间[6]。观察组 SAS（33.02

±1.32）分、SDS（38.11±5.46）分比对照组低，P＜0.05，这表明接受风

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后患者的身体指标恢复情况良好，进而缓

解其焦虑以及抑郁的情绪，提高医治效果。观察组（90.00%）护理满意

度比对照组（66.66%）高，P＜0.05，这表明进行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

细化护理后患者的医治效果良好，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得到降低，使得护

理满意度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的应用效果显著，应用

后四肢骨折患者的临床反应和不良情绪得到改善，对此护理满意度较高，

值得应用。 

参考文献： 

[1]王雅欣，袁冬.疼痛管理联合健康教育在四肢骨折患者 MRI 检查中

的应用[J].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3，35（06）：707-710. 

[2]朱玉欣.自我效能理论联合中医情志护理对四肢骨折患者的应用效

果及生活质量影响[J].中华养生保健，2023，41（22）：154-157. 

[3]石重梅.综合护理对四肢骨折术后肢体肿胀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C]//榆林市医学会.第三届全国医药研究论坛论文集（三）.贵州省榕江县

人民医院；，2023：6. 

[4]吴天俊.四肢骨折患者应用锁定加压钢板治疗的效果及其对术后恢

复的影响[J].名医，2023，（20）：12-14. 

[5]陈娟，纪晓慧.研究精细化护理干预模式在手术室四肢骨折患者中

的应用效果[C]//榆林市医学会.全国医药研究论坛论文集.南京市中医

院；，2023：5. 

[6]牛英，韩丽娜.风险评估策略基础下精细化护理在四肢骨折患者中

的应用效果分析[J].贵州医药，2023，47（02）：313-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