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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骨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黎黎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仙葫院区骨二科  广西南宁  530000） 

摘要：目的 针对骨科护理质量管理工作中实施循证护理的临床价值进行研究。方法 本次实验选取近一年时间在我院骨科接受治疗的68名病患作为实

验对象，并根据护理模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其中参照组病患34例，接受常规骨科护理干预；其余34例病患纳入实验组之中，在常规骨

科护理基础上联合循证护理模式。 终对比两组病患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评分、护理满意度、自我护理能力以及住院时长，其次对比两组护理人员

工作质量评分。结果 依照本次实验结果表示，实验组病患与参照组病患在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并无明显差异，在护理后两组病患的焦虑、抑郁情况

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且实验组病患的焦虑、抑郁情况显著优于参照组病患。其次实验组病患的护理满意度、自我护理能力高于参照组病患，同时住院

时长更短。 后实验组护理人员的服务意识、专业技能、沟通水平、临床安全、针对性干预、健康宣讲等多个维度的评分均明显高于参照组护理人员。

结论 在骨科护理质量管理中实施循证护理模式，可以切实地提升临床护理质量，同时对于改善病患的心理状态以及护理满意度有着积极意义，促进了

病患的康复，临床应用效果显著，具备大范围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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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作为医院中 为重要的一个科室，其所收治的病患均病情

较为复杂，甚至存在一定的致残率与致死率。骨科病患在临床治疗
中普遍需要较长的治疗时间，且大部分需要接受手术治疗[1]。但在手
术治疗后病患的身体会留下创伤，加大了生理应激与心理应激反应
的发生概率，并且也有较大可能引发感染、坠床等不良情况，从而
导致病患预后效果不佳，严重时还会受到二次伤害，因此针对骨科
病患需要加强护理干预力度，以此来保证病患的预后效果。近年来
我国临床医学技术的不断成熟，传统的骨科护理干预作为一种被动
型护理服务依然无法满足病患的生理以及心理需求，必须要不断创
新以病患为中心的主动型护理服务模式，以此来提升病患的护理感
受[2]。循证护理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模式，是根据精准、合理的依
据为根本所开展的一种护理干预措施，其主旨是通过科学的措施加
快病患的康复，提升病患的预后效果。本次实验选取近一年时间在
我院骨科接受治疗的 68 名病患作为实验对象，针对骨科护理质量管
理工作中实施循证护理的临床价值进行研究，具体流程如下。 

1.实验资料以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实验选取近一年时间在我院骨科接受治疗的 68 名病患作

为实验对象，并根据护理模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其
中参照组病患 34 例，男性 19 人，女性 15 人，平均年龄（41.37±
9.62）岁，本组病患中下肢骨折 11 例、骨盆骨折 5 例、脊柱骨折 8
例、肋骨骨折 4 例以及上肢骨折 6 例。其余 34 例病患纳入实验组之
中，男性 21 人，女性 13 人，平均年龄（40.95±10.12）岁，本组病
患中下肢骨折 13 例、骨盆骨折 6 例、脊柱骨折 7 例、肋骨骨折 5 例
以及上肢骨折 3 例。本次实验所有病患均通过 CT 检查或 MRI 检查，
并结合自身临床症状确诊为骨折。其次所有病患无合并其他严重脏
器病变、肿瘤、慢性疾病，本次选取实验对象无妊娠、哺乳期女性，
所有病患具备自主意识，能够正常沟通交流，且均已签署实验知情
同意书。两组病患临床资料无显著差异，具备可比性。 

1.2 实验方法 
针对参照组病患给予常规骨科护理模式，主要内容包括：护理

人员需要密切关注病患病情的变化，并记录其各项体征变化。其次
护理人员需要在手术治疗前对病患进行针对性的健康宣讲，帮助病
患掌握床上大小便的技巧。 后护理人员要加大对于术后并发症以
及不良反应的关注力度，同时在术后指导病患进行针对性的功能训
练。 

针对实验组病患在常规骨科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循证护理干预，
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护理人员需要提出护理问题，主要围绕如何提
升病患的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改善预后效果为主。其
次需要根据所提出的问题寻求护理依据，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库找到护理依据，并将其与病患的实际情况与自身的临床经验结合
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再次依据所制定的护理方案实施干预措施。
一，选择科室护士长、责任护师以及康复护理人员组建循证护理团

队，所有团队成员都需要接受相关内容的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才能上
岗。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所有护理人员要具备较高的服务意识，尽
可能满足病患生理、心理需求，以此提升临床护理质量以及病患护
理满意度。二，医护人员要密切关注病患各项生命体征以及病情的
变化，同时在护理过程中要落实病房消毒机制，保证病房内的干净
整洁。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检查病患手术创口的恢复情况，以
此规避创口感染的风险。三，护理人员需要关注病患的心理状态，
由于骨科病患在手术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严重影响到其
预后效果[3]。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同病患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并进行
针对性的心理干预，从而改善病患的负面情绪，提升其治疗依从性，
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对病患进行有效的健康宣讲，帮助病患了解当前
治疗措施的积极意义。四，在病患手术结束后护理人员要对其病情
进行评估，若是病患条件允许可以和病患家属一起引导病患进行针
对性功能训练，比如床上功能训练，从而刺激病患机体的功能意识，
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给予病患合理的翻身、更换体位护理。若是病
患年龄较大并合并其他病症，还需做好安全管理措施，规避坠床、
压疮以及肺炎等不良情况的发生。在对病患手术创口护理过程中，
要尽可能地减少不良生理反应以及刺激，保证病患的预后效果。若
是病患病情较为严重，则需要加强病房管理以及病情变化监测力度，
在出现异常后第一时间告知医生，保证病患的生命健康安全。 后
在循证护理后要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评分，评分人员由护士
长以及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担任，不定期地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进行
检查，若是发生问题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纠正并进行监督落实。 

1.3 对比指标 
本次实验首先利用焦虑自评量表以及抑郁自评量表对比两组病

患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状态，分数越高表示焦虑、抑郁情况越为
严重。其次利用自制调查问卷对比两组病患的护理满意度，其中包
括满意、一般以及不满意，护理满意度包括满意与一般。再次利用
自我护理能力测定表针对病患的自我概念、自护水平、自护责任以
及知识掌握四个维度对比两组病患的自我护理能力，分数越高表示
病患自我护理能力越高，同时对比两组病患的住院时长。 后利用
自制量定表从服务意识、专业技能、沟通水平、临床安全、针对性
干预、健康宣讲等多个维度对两组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对比，
分数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利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针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P<0.05 表示具备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病患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况对比 
根据本次实验结果表示，两组病患在护理前的焦虑、抑郁情况

并无明显差异；护理后两组病患的焦虑、抑郁情况均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且实验组病患的情况显著优于参照组病患，详情见表 1。 

表 1  实验组与参照组病患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况对比表 
焦虑（SAS） 抑郁（SD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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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组 34 59.93±2.87 54.63±2.98 63.74±3.02 56.29±1.75 
实验组 34 60.26±2.41 47.08±2.12 63.26±3.12 49.87±2.02 

t - 0.128 10.915 0.547 12.386 
P - 0.872 0.000 0.546 0.000 

2.2 两组病患护理满意度对比 
根据本次实验结果表示，实验组病患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参

照组病患，详情见表 2。 

表 2  实验组与参照组病患护理满意度对比表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参照组 34 10（29.41） 15（44.12） 9（26.47） 25（73.53） 
实验组 34 18（52.94） 14（41.18） 2（5.88） 32（94.12） 

X2 - - - - 5.754 
P - - - - 0.037 

2.3 两组病患自我护理能力以及住院时长对比 
根据本次实验结果表示，实验组病患在自我概念、自护水平、

自护责任以及知识掌握四个维度的评分均明显高于参照组病患，且
实验组病患的住院时长更短，详情见表 3。 

表 3  实验组与参照组病患自我护理能力以及住院时长对比 
自我护理能力 

组别 例数 
自我概念 自护水平 自护责任 知识掌握 

住院时长（d） 

参照组 34 7.92±0.87 8.12±0.27 8.17±0.32 8.06±0.28 27.62±3.17 
实验组 34 9.02±1.17 9.06±0.25 9.08±0.31 9.24±0.35 19.96±2.72 

t - 3.189 13.762 10.631 15.368 13.48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 两组护理人员护理质量评分 
根据本次实验结果表示，实验组护理人员在各个维度的评分均

高于参照组护理人员，详情见表 4。 

表 4  实验组与参照组护理人员护理质量评分 
组别 服务意识 专业技能 沟通水平 临床安全 针对性干预 健康宣讲 

参照组 6.67±0.22 7.94±0.27 8.52±0.31 8.07±0.48 8.13±0.31 7.69±1.25 
实验组 8.73±0.48 9.04±0.22 9.53±0.63 9.14±0.27 9.14±0.23 8.97±1.02 

t 17.683 13.947 12.506 8.187 11.423 4.07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结论 
近年来随着临床医学技术的不断成熟发现，护理工作质量的高

低也是影响临床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越来越多医院开始加强
科室护理质量管理工作力度，从而不断提升整体医疗水平[4]。针对骨
科来说，作为医院内部的重要科室所接受的病患多数为受到创伤的
病患，例如工伤、坠落、交通意外等，同时由于受伤因素的不同，
其病症类型、病情危重程度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在很大程度
上加大了骨科临床护理工作难度[5]。为了切实地提升骨科临床护理治
疗，就要积极创新临床护理干预模式，以此来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循证护理模式作为一种主动型护理干预模式，是根据病患的实
际情况结合临床研究成果以及临床经验制定合理、针对性的护理方
案，以此实现提升护理质量的目的[6]。循证护理模式在骨科临床的应
用中，首先会根据病患的实际情况提出循证问题，并围绕所提出的
问题查阅相关资料寻找临床依据， 终结合病患的实际情况以及临
床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护理方案。循证护理的应用也有助于提升护
理人员的专业水平，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保障各项干预措
施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循证护理的实际应用中，需要组建循证护
理团队，并对每一位团队成员进行培训考核，只有考核合格后才能
上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7-9]。在实施护
理措施的过程中，需要护理人员秉持较高的服务意识，将病患作为
工作的中心制定合理、科学的护理方案，切实地提升了临床护理质
量。另外通过加强对病患病情的检测，联合安全管理等措施，能够
有效地降低不良反应以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加之由于骨科病患在
受到创伤后很容易出现负面情绪，严重影响到病患的预后效果，因
此在循证护理中还会给予病患针对性心理干预，从而改善其心理状
态，提升病患的治疗依从性以及治疗效果[10-13]。在本次实验中实验组
病患与参照组病患在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并无明显差异，在护理
后两组病患的焦虑、抑郁情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且实验组病患的
焦虑、抑郁情况显著优于参照组病患。其次实验组病患的护理满意
度、自我护理能力高于参照组病患，同时住院时长更短。 后实验
组护理人员的服务意识、专业技能、沟通水平、临床安全、针对性
干预、健康宣讲等多个维度的评分均明显高于参照组护理人员。 

根据本次实验所述，在骨科护理质量管理中实施循证护理模式，

可以切实地提升临床护理质量，同时对于改善病患的心理状态以及
护理满意度有着积极意义，促进了病患的康复，临床应用效果显著，
具备大范围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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