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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功能锻炼在骨伤康复护理中的作用
余承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早期功能锻炼在骨伤康复护理中起到的作用。方法：选取 2022年 1月-2023年 1月本医院治疗的 100例

骨伤康复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早期功能锻

炼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效果、骨折愈合时间、住院时间、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术后康复

率为 88.0%，明显高于对照组，X2=6.3987；观察组骨折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6.0%，明显低于对照组，X2=6.3984，（P<0.05）。结论：骨伤康复护理中应用早期功能锻炼可以起到很好的

护理效果，明显缩短了患者骨折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临床上针对骨伤康复患者进行早期功能锻炼非常必

要，有助于患者尽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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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early functional exercise in bone inju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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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early functional exercise in bone inju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ethod: A total of 100 bone

injury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arly functional exercise nursing mod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care. Compare th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effects, fracture healing time, hospital stay,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8.0%,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X2=6.3987;

The fracture healing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6.0%,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X2=6.3984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functional exercise in

bone inju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n have a good nursing effect, significantly shortening the fracture healing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and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early functional exercise for bone injury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helps them recover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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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对于临床医疗服务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骨伤疾病患者治疗时间较长，且对患者生理

和心理带来的影响较大，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对患者全方面的

细致化护理。但是大量临床资料显示骨伤疾病患者护理中传统

的护理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患者对护理工作的高要

求。对此就需要传统护理模式基础上注意指导患者早期功能锻

炼，促使患者患侧肢体功能尽快恢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以

下就是本文选取 100例骨伤康复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早期功能

锻炼在骨伤康复护理中应用情况的分析。所述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2年 1月-2023年 1月本医院治疗的 100例骨伤康

复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例。对

照组男女比例 25:25，最小年龄 17岁，最大 66岁，平均（37.11

±1.04）岁；观察组男女比例 24:26，最小年龄 18岁，最大 67

岁，平均（38.12±1.31）岁。其中对照组股骨颈骨折、锁骨骨

折、前臂骨折、腰部骨折分别有 12例、20例、11例、7例；

观察组股骨颈骨折、锁骨骨折、前臂骨折、腰部骨折分别有 13

例、19例、8例、1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不大，（P>0.05）

无统计学意义。

1.2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模式。护理人员要做好术后患者的全

方面护理，协助患者采取平卧位，使用垫子垫高骨创伤部位，

尽可能减轻患者的不适感。护理人员为患者护理床上部位时可

以使用软垫，有助于减轻患者疼痛，促进血液循环。密切观察

患者各项生命体征，期间一旦发现患者创伤部位异常渗血、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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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需要及时通知医生，协助医生进行处理。遵医嘱为患者使用

抗生素积极抗感染，以免导致患者术后感染。此外，护理人员

要做好患者的健康宣教，将术后患者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详细告

诉患者，增强患者个人护理的自主性[1-2]。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早期功能锻炼。一是护理人

员要将肌肉力量锻炼的理论和技巧告诉患者，确保患者正确认

识肌肉锻炼对骨创伤疾病恢复的重要性。护理人员要结合每位

患者的自身差异，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早期功能锻炼方案，确保

康复训练方案满足每位患者的实际需求。护理人员可以协助患

者循序渐进锻炼关节功能，嘱咐患者锻炼时以不感到疼痛为

宜，锻炼强度不要过高，患侧肢体肌肉可以自主收缩后可以过

渡到其他部位的锻炼；二是护理人员要针对不同部位的骨折采

取合适的功能锻炼方案。比如对于锁骨骨折的患者，护理人员

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握拳、挺胸、肘关节外展和后伸的训练，这

样可以起到帮助患者尽快恢复骨折部位功能的作用[3-4]。但是针

对锁骨骨折的患者，护理人员要嘱咐患者不要做肩关节内收和

前屈的动作，以免加重骨折部位严重程度。护理人员为锁骨骨

折的患者固定夹板时要注意不要压迫皮肤，以免固定部位皮肤

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皮肤淤血乌青。待患者夹板拆除后护理人

员可指导患者做肩关节前屈或者双臂划船的功能锻炼。对于股

骨颈骨折的患者，护理人员可以指导患者在疾病早期锻炼肌

肉，增强肌肉力量。期间护理人员要密切观察患者锻炼过程中

出现的反应，发现异常或者患者自主感觉不适要立即停止锻

炼。股骨颈骨折的患者早期锻炼时可以使用 CPM机，该设备

可以帮助患者活动踝关节、肩关节、腕关节以及肘关节，确保

各个部位的关节可以充分活动。但是康复锻炼期间护理人员要

嘱咐患者不要做膝关节的内弯动作，以免该动作进行过早产生

反效果。护理人员可以待患者下床活动后指导他们适当加大关

节活动度[5-6]。对于腰椎骨折的患者，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在早

期进行腰部肌肉的锻炼，患者病情稳定后可以直腿抬高，逐步

增加锻炼难度。对于前臂骨折的患者，护理人员在指导患者进

行康复功能锻炼时要注意患者患侧肢体。患者在恢复早期可以

活动手指关节和肩关节，但是注意不要做肩关节和手指关节的

旋转动作，夹板固定拆除后可以逐步过渡到肘关节的练习，进

行肘关节的屈曲和伸直动作[7-8]。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效果、骨折愈合时间、住院时间、

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率[9-10]。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用 SPSS19.0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x2检验，（%）

表示；计量资料 t检验，（ sx ）表示；数据比较显著差异且

有统计学意义用 P＜0.05表示。

2 结果

2.1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效果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优 良 中 差 康复率

对照组 50 7 8 20 15 70.0

观察组 50 35 5 4 6 88.0

X2 6.3897

P ＜0.05

2.2两组患者骨折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骨折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n， sx ）

组别 例数 骨折愈合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 50 14.11±2.14 11.11±2.34

观察组 50 10.32±2.04 5.11±2.14

t 6.3158 6.9874

P ＜0.05 ＜0.05

2.3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n, sx ）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例数 50 50

躯体功能

护理前 52.21±4.31 53.31±4.41 1.2474 >0.05

护理后 61.31±4.41 71.31±4.43 6.2145 <0.05

社会功能

护理前 53.31±4.41 53.41±4.41 1.4971 >0.05

护理后 62.31±4.31 78.31±4.42 5.5874 <0.05

角色功能

护理前 55.31±4.41 54.31±3.41 1.3476 >0.05

护理后 63.21±4.61 78.31±4.51 5.1425 <0.05

情绪功能

护理前 54.31±4.41 54.21±4.31 1.7857 >0.05

护理后 62.21±4.31 78.41±4.31 6.3247 <0.05

2.4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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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压疮 下肢静脉血栓 便秘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50 5 6 6 34.0

观察组 50 0 0 3 6.0

X2 6.3984

P <0.05

3 讨论

早期功能锻炼对骨伤疾病患者康复治疗来说非常重要。骨

创伤疾病容易导致患者后续关节功能障碍，降低患者生活质

量。针对骨创伤疾病患者进行早期的功能锻炼可以帮助他们组

织尽快修复，促进肢体血液循环，积极改善关节功能，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11-12]。

本次研究中对观察组患者常规护理基础上指导他们进行

早期功能锻炼，并根据每位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康

复训练方案，确保患者在不感觉到疼痛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运

动可以帮助患者患侧关节功能尽快恢复。康复治疗的过程中护

理人员要注意加强与患者的交谈，及时了解患者对早期功能锻

炼方式的内心感受，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使得早

期功能锻炼方案可以满足患者个人需求[13-14]。结果发现观察组

术后康复率为 88.0%，明显高于对照组，X2=6.3987；观察组骨

折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6.0%，明显低于对照组，

X2=6.3984，（P<0.05）。这说明骨创伤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进行早期功能锻炼可以促使患者组织尽快修复，促进伤后愈

合，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骨伤康复护理中早期功能锻炼非常重要，可以

在骨科疾病护理工作中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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