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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髋关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的影

响分析 
田瑶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56000) 

摘要：目的：促进老年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可以采用相应的护理干预，本文主要对护理干预的作用效果以及应用价值展开相应的分析。方
法：选取患者 94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采取常规护理和针对性护理，每组患者 47 例。结果：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病情恢复情
况更加良好，生活质量提高效果更加显著。结论：良好的护理干预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在对于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患者在接受有效干预后病情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大大提高了恢复效果和恢复速度，使患者的关节功能得到了显著提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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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置换术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手术方式，主要可以应用于

股骨颈骨折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当中，在实际的应用中展现出了较为
良好的优势和效果，对患者关节功能的改善作用相对显著，同时可
以使患者的疼痛情况得到良好的缓解，使患者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
康复，尽快恢复进行日常生活的能力[1]。由于老年患者的年龄比较
大，因此在治疗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老年患者身体机能情况比较
低，免疫力比较差，术后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修养和康复，临床上
通常会对老年患者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通过有效的护理方式来增
强患者的恢复程度，对手术治疗效果形成相应的促进作用，本文则
对护理干预展开相应的探讨，分析其对于老年患者的应用作用，详
细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患者 94 例，随机分为人数均等的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

比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例
数 

男性患
者（例）

女性患
者（例）

年龄（岁） 
股骨粗隆

间骨折 
股骨颈

骨折 
髋关节

病变 
观察

组 
47 28 19 

62-75（67.6
±4.5） 

15 20 12 

对照
组 

47 25 22 
65-73（68.2

±4.7） 
17 22 8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针对性护理，具体措施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干预： 
大部分患者对于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比较差，不具有相关

医学常识，对于治疗和康复也没有形成足够的认识，往往会对手术
结果以及康复效果产生较大的担忧。其次患者术后需要长时间进行
卧床休息，无法进行生活自理，日常活动受到了限制，在心理上就
会出现较多负面情绪，心理压力增大，容易发生焦躁、紧张、抑郁
等情绪，这些不良情绪的出现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患者的心理健康水
平降低，同时还会对手术治疗效果产生相应的影响，对术后恢复产
生阻碍作用。 

因此护理人员需要与患者进行主动且积极的沟通，了解患者的
内心想法，并向其讲解手术治疗的具体方式和流程，进行手术的重
要性以及作用效果等，并告知患者良好心态对于疾病康复的促进作
用，使患者可以降低不安的心理，逐渐提高治疗信心，积极进行康
复配合。此外对于患者所产生的相关问题应当及时进行讲解，增强
患者对于疾病的了解程度，这对于治疗和康复也起到重要作用。护
理人员应当在日常护理中给予患者更多关爱和鼓励，从根本上消除
其不良心理[2]。 

（2）正确翻身：手术当天可以引导患者向患侧进行翻身，翻
身角度控制在 20 度左右即可，应当尽可能让患者独立完成翻身动
作，防止在他人辅助下可能出现疼痛等不良情况，增加患者的不适
感。患者可以使用健侧足部、双肘等进行支撑，使用腰部力量来完
成身体上抬的动作，对于翻身困难的患者护理人员可以对其进行针
对性指导，必要情况下可以适当进行辅助。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定期
对受压部位进行按摩，缓解该部位的压迫情况，促进血液流通，提
高血液流动通畅性，可以有效防止褥疮的产生，减轻褥疮严重程度。

此外还需要对患者的呼吸情况进行指导，使患者可以以正确的方式
进行咳嗽、吐痰等，防止呼吸不畅或造成肺部感染等问题。 

（3）功能锻炼：术后可以引导患者进行相应的功能锻炼，适
当的运动锻炼能够增强身体机能，提高其免疫力，并通过锻炼使关
节功能得到更加快速的恢复。手术后初期可以先进行简单的床上运
动，例如患者麻醉恢复后可以锻炼脚踝、关节等；术后 6 小时可以
进行大腿、小腿的肌肉运动，促进肌的主动收缩，起到加快静脉血
液回流的作用，防止患者术后出现血栓情况；术后 1-3 天左右患者
的疼痛情况能够得到明显缓解，疼痛程度比较低，可以适当加大活
动量和活动力度，同时加强髋关节屈伸和大腿肌肉收缩训练。此外
应当注意的是，锻炼项目以及锻炼时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
制定，不宜训练过度，运动难度不宜过大，同时需要保证患者能够
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休息，并根据患者对运动内容的接受度以及耐受
情况等进行相应的改善和调节，使运动康复能够更加适应患者的个
体情况，提高训练的做作用效果，增强其对于手术治疗的促进作用
[3]。 

2 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评分情况基本保持一致水平，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差异性，护理后观察组的评分情况更加良好，分数值提高幅度更
大，评分更高，效果更加明显，而对照组护理后虽然也体现出提升
的状态，但评分提升效果并不显著，优势比较低，改善作用的理想
程度比较差，详见表 1。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Barthel 评分比较 
Barthel 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7） 45.5±5.7 77.4±2.3 
对照组（n=47） 46.0±5.2 63.7±2.8 

3 讨论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在临床的使用上具有明显的效果和更高的

优势，该种手术治疗方式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且对患者造成的创伤
情况比较小，患者在术中不会发生大量出血的情况，同时能够有效
防止不良情况的发生，可以提高术后恢复速度和恢复效果，因此该
种手术方式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应用概率相对更高。 

但老年患者身体状况具有一定的劣势，抵抗力、身体机能等都
相对比较低，术后康复效果往往难以保证，因此还需要对老年患者
进行相应的护理工作，通过护理来对其进行干预，使手术的作用能
够得到更加良好的发挥，对术后康复情况形成有效的促进作用。此
外老年患者更加容易产生负面情绪问题，心理健康水平受到的影响
程度更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手术的作用效果减低，因此必须要
对患者提供更加高质量的护理与服务，才能充分促进其术后康复情
况，消除其不良情绪，并预防并发症。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康复
效果更高，Barthel 评分的改善情况更明显，可见具有针对性的护理
措施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对于患者髋关节功能的促进和改善作用
更显著，因此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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