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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创伤骨科患者早期功能锻炼依从性的
影响

刘美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人民医院外二科  贵州 铜仁  554100

【摘要】目的：探究心理护理对于创伤骨科患者早期功能锻炼的依从性的影响。方法：从我院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月前往前来我院骨科就诊的、骨科创伤患者中，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选出 76位骨折病患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并将此 76人平均分到两个组别，一为对照组，一为观察组，每组随机分得 38人。其中对照组患者选用常规护理方式，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方式除常规护理之外、加设心理护理环节。将两组护理效果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各项数

据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早期接受康复功能训练能够加快患者机体功能康复速度。心理护理环节的加入，
能够进一步调动患者的主动性，改善其训练依从性，对于患者的情绪状态、预后效果以及并发症的预防再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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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伤骨科患者一般都是由于遭遇了突发性事故、或者

受到了暴力伤害等原因、致使骨折。对于骨折患者来说，

首先要做的、是接受从解剖结构意义上的相应治疗，其次，

是要尽快令肢体功能得到恢复。患者的骨折伤痛令人防备

不及，加上骨折部位带来的疼痛感十分剧烈，容易让患者

从心底产生功能恢复训练的抗拒和恐惧心理，继而影响到

患者接受早期功能锻炼的积极性，对于预后康复效果较为

不利。心理护理通过针对患者的心理健康与情绪状态采取

护理措施、为患者做心理疏导与健康宣讲等措施，抚慰患

者情绪，促使其积极配合临床护理工作，从而加快患者康

复速度。本文通过观察心理护理对于早期功能训练依从性

的影响，展开系列研究。具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从本院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前来我院创伤骨

科就诊的患者中随机选出 100 例、去掉不符合要求的患

者 24 例、对剩余的 76 例进行观察研究。病患信息如下表。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

对照组 观察组
男性患者 23 24
女性患者 15 14
上肢骨折病例 7 6
下肢骨折病例 12 13
脊柱骨折病例 14 15
锁骨骨折病例 1 0
多处骨折病例 4 4

注： 对 照 组 与 观 察 组 患 者 年 龄 区 间 分 别 为（43.3±3.82） 岁 和

（43.06±3.96）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P

＞ 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患者通过进行 CT 与 X 线检查确认创

伤骨折病情；2. 患者本人意识清醒，交流能力正常，精

神保持良好状态；3. 患者本人对研究知情。

排除标准：1. 临床资料缺失或中途退出的患者将被

排除；2. 存在精神障碍或个别意识模糊的患者将被排除；

3. 由于多种原因、在沟通方面有障碍的患者将被排除；

4. 在手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患者将被排除。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早期功能训练。具体内容包括：手

术后 48 ～ 72 小时内对患者进行肌肉收缩训练，如基本

的关节活动以及简单握拳等等，防止关节粘连或肌肉萎

缩；对手术后一周以上，两周以内的患者实施关节功能

训练，鼓励其下床活动、做简单的关节屈伸动作等等；

对手术后超过两周的患者，结合其康复情况，给予其功

能训练，促进其肢体功能的快速恢复，并给出院方指导、

帮助患者恢复日常生活能力。

观察组患者基于功能训练的基础上，为患者加设心

理护理环节。具体内容除了早期功能训练内容之外，还

包括：1. 护理人员耐心为术后患者介绍院内环境、以及

医生办公室、就餐点等具体位置。多与患者进行谈话和

交流，缓解患者的戒备感和抵触心理。在此过程中，医

护人员需要评估患者日常的情绪状态，从而确定心理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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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干预方案。2. 在密切关注患者病情的同时，要定期

询问患者的感受，对患者予以热情和关怀。如果发现患

者情绪状态不稳定，要及时进行抚慰，为患者提供心理

支持。在日常护理的过程中加入健康宣讲内容，让患者

对于自己的病况更加了解，愿意积极地配合功能训练。

3. 一些患者的心理问题相对来说比较严重，护理人员要

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并联络病患家属，多多陪

同并鼓励患者。4. 医护人员可以对表现较好的患者予以

表扬或加餐、为患者延长看电视时间或外出时间等等，

用正极法鼓励患者。

1.4 观察指标

（1）从术后第二周开始，对患者 50 天之内的功能

训练打卡情况做好记录，依从程度划分如表 1：
表 1 创伤骨科患者早期功能锻炼依从性等级划分表

天数（天） 依从程度
40 ～ 50 完全依从
30 ～ 40 部分依从
＜ 30 不依从

（2）利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以及生活

质量评价表对患者的各项情况进行评价；

（3）对此间患者出现的并发症的情况进行统计。

1.5 统计学方法

处理数据方式采用 SPSS 21.0 软件，使用 t 检验计

量资料（x ±s），使用 x2 检验计数资料（%）（P ＜ 0.05）

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依从性比较

经过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情况数据统计，得出表

2：
表 2 患者依从性对比表（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观察组 38 23 12 3 92.11
对照组 38 18 10 10 73.68
x2 4.768
P 0.030

由表格内容可知，观察组患者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

照组患者。

2.2 患者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评价对比

由表格内容可知，观察组患者在焦虑评分、抑郁评

分以及生活质量评分数据皆优于对照组（P ＜ 0.05），

详见表 3。
表 3 患者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评价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 38 42.86±3.54 42.09±3.35 73.46±4.96

对照组 38 36.80±3.3 32.44±3.23 88.64±4.71

t 4.082 6.961 12.359

P 0.034 0.015 0.000

2.3 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通过对患者临床情况进行观察，发现两组患者的并

发症发生情况如表 4。
表 4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便秘 压疮 深静脉血栓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38 2 0 0 5.26

对照组 38 7 2 2 28.95

x2 6.583

P 0.017

由表可知，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3 讨论
作为临床高发疾病，创伤骨折不但会损害患者的肢

体功能，还会因为骨折带来的痛苦产生较重的心理负担，

从而影响到其功能康复训练的积极性。经临床研究得知，

骨折患者的早期康复治疗、可以令患者的康复效果和速

度得到切实的提升，让患者尽早恢复肢体功能。而在此

期间，若是能够加入对患者的心理护理环节、抚慰患者

的不良情绪，患者将能够减少更多鼓励，建立积极的情

绪状态，对于骨折患者的康复有重要价值。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临床观察对照组以及观察组两组

患者的心理健康情况、在生活质量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等，

发现从康复效果以及情绪状态等各个方面来看，观察组

的数据与对照组相比更胜一筹。因此可知，创伤骨折患

者在早期接受康复功能训练、更加有助于加快其机体功

能的康复。为患者加设心理护理环节，能够提升患者的

主动性，让患者从心底重视康复训练的重要性，从而改

善其训练依从性和心理状态，进而对患者的预后效果以

及预防并发症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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