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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股骨颈骨折老年患者术后互联网+延续护理模式的构建及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收治的 70
例股骨胫骨折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及试验组，其中对照组 35 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试验组 35 例
患者采用互联网＋延续护理模式，对两组患者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结果对两组患者的关节功能评分进行对比发现，出院时，两组患者的
关节功能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出院后的各个阶段关节功能相比，试验组的关节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对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发现，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对股骨胫骨折患者应用互联
网＋延续护理的方式，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效果，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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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胫骨折作为老年患者中常规的一种骨折类型，患者在术后

由于需要长期卧床，关节功能的恢复速度较慢，容易出现便秘、压
疮以及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1]。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在医疗行业中也得到了良好的应用。基于
此，本文将随机选取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收治的 70 例股骨
胫骨折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股骨颈骨折老年患者术后互联
网+延续护理模式的构建及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随机选取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收治的 70 例股骨胫骨折

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及试
验组，其中对照组 35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9：16；年龄在 62 岁至
8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1.05±1.23）岁，试验组 35 例患者中男
女比例为 18：17；年龄在 63 岁至 8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1.03
±1.31）岁，组间资料对比，差异不明显（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 
试验组：行互联网＋延续护理干预，其具体内容如下：①建立

互联网＋延续护理小组，建立专项的护理小组，对患者的各项疑难
问题进行解答，根据老年患者的认知程度以及文化水平开展针对性
的康复指导视频制作，配备心理治疗师对患者的负性情绪进行疏
导。②患者在出院时，护理人员需要指导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科室专
门制作的 APP，并能够熟练的掌握 APP 的各项功能使用方法，让
患者能够通过 APP 的方式多方面的了解到疾病的相关知识，同时通
过线上平台对患者生活中出现的疑问进行解答[2]。③对患者出院后
的复诊情况进行评估，预防患者出现伤口感染的情况，在每次复诊
的过程中需要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当发现患者出现了不良情绪
时，需要及时的给予疏导，保障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关节功能评分进行对比分析；对两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分别采

用[例(%)]、( sx ± )表示，分别行χ2、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关节功能评分对比 
对两组患者的关节功能评分进行对比发现，出院时，两组患者

的关节功能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出院后的各个阶段关节功
能相比，试验组的关节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发现，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表 1 两组患者关节功能评分对比 

组别 例数 出院时 出院 2 周 
出院 1 个

月 
出院 3 个

月 

对照组 35 
38.59±

3.29 
50.33±

1.81 
71.23±

4.33 
81.35±

2.89 

试验组 35 
38.66±

3.21 
55.33±

3.01 
79.13±

1.05 
88.39±

1.29 

T  0.090 8.421 10.489 13.159 

P  0.928 0.000 0.000 0.000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5 20（57.14） 7（20） 8（22.85） 27（77.14） 

试验组 35 25（71.42） 8（22.85） 2（5.71） 33（94.28） 

χ2     4.200 

P     0.040 
3 讨论 
对于股骨胫骨折老年患者而言，在手术之后开展有效的康复训

练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在传统的护理模式中，大多只是通过电话随
访以及门诊复查的方式来对患者的康复提供指导意见与方法，其并
未实现一个全方面的干预效果。而互联网＋延续护理的方式，能够
将医患沟通的形式变得更为直观、高效、便捷，可以及时的为患者
以及家属提供疾病的系统知识讲解，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
以及指导工作[3]。通过线上平台的方式，能够与患者面对面的沟通，
为患者进行实时的问题解答，使得患者的依从性能够得到提高，让
患者能够更好的去开展功能锻炼，使得患者的预后能够得到提高。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对两组患者的关节功能评分进行对比发
现，出院时，两组患者的关节功能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出
院后的各个阶段关节功能相比，试验组的关节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显著（P<0.05）；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发
现，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综上所述，对股骨胫骨折患者应用互联网＋延续护理的方式，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效果，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
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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