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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融合术治疗后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围手术期护理的

效果观察 
陈志华 

(江汉大学附属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湖北武汉  430030） 

摘要：目的：探讨踝关节融合术治疗后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围手术期护理的效果。方法：纳入我院 2022 年 06 月-2023 年 06 月收治的踝关

节创伤性关节炎患者进行研究，共计 60 例，做随机分组处理，对照组 30 例，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 30 例，予以围术期护理，就两组患者

踝关节功能、并发症情况展开比较。结果：护理后，观察组呈更高水平（P<0.05）；并发症方面，观察组呈更低趋势（P<0.05）。结论：踝

关节融合术治疗后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围手术期护理效果显著，能明显增强患者踝关节功能，减少并发症，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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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是人体下肢的重要关节之一，负责承载身体

的重量，并且提供运动的灵活性和稳定性。然而，踝关

节也容易受到创伤的影响，例如骨折、扭伤或其他损伤。

这些创伤可能导致踝关节的功能受损，进而引发踝关节

疼痛和关节炎。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是指由于踝关节创

伤引起的关节炎，其主要症状包括关节疼痛、肿胀、僵

硬和功能障碍[1]。对于患有严重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的患

者，保守治疗可能无法缓解症状，而踝关节融合术成为

一种常见的治疗选择。踝关节融合术是通过将踝关节的

骨头融合在一起，从而消除关节的运动，减少疼痛和炎

症。但同时也会导致术后的围手术期护理成为一项重要

的工作，包括术后疼痛管理、伤口护理、预防感染、康

复训练等方面。良好的围手术期护理可以减轻患者的痛

苦，促进伤口愈合，并尽可能地恢复踝关节的功能。因

此，本文展开相关研究，先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我院收治的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患者进行研

究，共计 60 例，时间为 2022 年 06 月-2023 年 06 月，做

随机分组处理，对照组 30 例患者，观察组 30 例患者。

对照组，男女比例 18：12，年龄最低值 25 岁，最高值

65 岁，平均（40.28±5.14）岁，最短病程 2 个月，最长

病程 8 年，平均（3.67±0.44）年，统计学历水平，小学

及以下 8 例，初中 12 例，高中及以上 10 例。观察组，

男女比例 17：13，年龄最低值 26 岁，最高值 66 岁，平

均（40.35±5.19）岁，最短病程 3 个月，最长病程 9 年，

平均（3.88±0.49）年，统计学历水平，小学及以下 7 例，

初中 11 例，高中及以上 12 例。两组患者以上基线信息

对比，具有一致性（P>0.05）。 

纳入标准：经检查，患者符合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2]

诊断；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报经我院相关科室批准。 

排除标准：认知障碍、精神疾病患者；恶性肿瘤患

者；中途护理治疗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术前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

准备手术所需物品和设备。术后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及时发现异常情况。观察手术部位的情况，注意是否有

出血、红肿情况等。 

观察组予以围术期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1.2.1 术前肢体备皮 

在术前肢体备皮方面，护理人员应确保患者肢体皮

肤清洁，减少手术感染的风险。他们需要按照规范的程

序进行肢体清洁，将患肢周围的毛发修剪整齐，并用合

适的抗菌消毒剂进行皮肤消毒。 

1.2.2 术前功能锻炼指导 

在术前，护理人员应向患者提供关节功能锻炼指导，

以增强患者的肌力和关节活动能力。这包括进行各种关

节活动训练、进行肌力锻炼和平衡训练，以帮助患者在

术后更好地恢复。1.2.3 术后肢体管理 

术后，密切观察患者的肢体情况，包括术后的疼痛、

肿胀、感染等情况。定期检查手术创面的情况，观察是

否有感染、渗液等异常，并及时报告医生。定期更换患

者的压力绷带，以减轻术后肢体的肿胀。保持创面的清

洁和干燥，定期更换干净、无菌的敷料。注意肢体的保

护，避免碰撞和外力损伤，以促进创面愈合。 

1.2.4 术后功能训练指导 

（1）主动关节活动训练：指导患者进行踝关节的屈

伸、外展、内展等，以增加关节的活动范围和柔韧性。 

（2）肌力锻炼：指导患者进行踝背屈和踝下屈的肌

肉锻炼，以增强肌肉力量和稳定性。 

（3）平衡训练：指导患者进行单脚站立、跨步平衡

等，以提高患者的平衡能力。 

1.2.5 院外指导 

（1）伤口护理：指导患者及其家属正确进行伤口护

理，包括伤口清洁、更换敷料等，以预防感染和促进伤

口愈合。 

（2）药物管理：解释患者需要使用的药物名称、用

法、剂量和注意事项，以确保患者正确使用药物并避免

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 

（3）活动和运动限制：向患者解释术后的活动和运

动限制，包括避免重负荷活动和高冲击活动等，以保护

关节和防止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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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患者进行均衡的饮

食、合理的休息和适量的运动，以促进身体的康复和健

康。 

（5）定期复诊和康复评估：告知患者需要按照医生

的要求进行定期复诊和康复评估，以便及时调整康复计

划和治疗方案。 

1.3 观察指标 

（1）就两组术后踝关节功能展开比较。时间节点为：

术后 1d，术后 2 周。使用的工具：AOFAS 踝与后足功能

评分系统[3]，共计 100 分，得分与患者踝关节功能呈正相

关。 

（2）就两组并发症展开比较，包括以下情况：肿胀、

下肢静脉血栓、关节僵硬。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文所统计的踝关节功能评分、并发症数据纳入

SPSS20.0 软件中，前一个指标以（ sx ± ）表达，通过 t

检验，后一个指标以（%）表达，通过 X2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差异，存在研究意义。 

2.结果 

2.1 对比两组术后踝关节功能 

护理前，两组踝关节功能评分相比，具有一致性

（P>0.05）;护理后，观察组呈更高水平（P<0.05）。见表

1。 

表 1.对比两组术后踝关节功能（ sx ± ，分） 

组别 例数 术后 1d 术后 2 周 t P 

观察组 30 47.12±16.12 70.61±15.66 5.725 0.000 

对照组 30 47.13±16.23 60.21±13.44 3.399 0.001 

t - 0.002 2.760 - - 

P - 0.998 0.008 - - 

2.2 对比两组并发症 

在并发症方面，观察组呈更低趋势（P<0.05）。见表

2。 

表 2.对比两组并发症 [n（%）] 

组别 例数 肿胀 下肢静脉血栓 关节僵硬 并发症率 

观察组 30 1（3.33） 1（3.33） 0（0.00） 2（6.67） 

对照组 30 2（6.67） 3（10.00） 2（6.67） 8（26.67） 

X2
 - - - - 4.320 

P - - - - 0.038 

3.讨论 

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是由于踝关节受伤导致的关节

软骨破坏和关节炎症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运动功能。传统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物理疗法和

手术治疗等。而踝关节融合术是一种有效的手术治疗方

法，通过将踝关节进行融合，缓解疼痛和改善关节功能。

然而，常规护理缺乏针对性、全面性，效果一般。而围

手术期护理通过正确的功能锻炼指导、院外指导，促进

患者术后关节的恢复和肌肉的功能增强，提高康复效果。 

本文得出，护理后，观察组踝关节功能评分呈更高

趋势（P<0.05）。原因在于，围手术期护理通过术后功

能锻炼指导，包括主动关节活动训练、肌力锻炼和平衡

训练等，促进了患者踝关节的活动能力和稳定性的提高。

同时，院外指导确保了患者在出院后正确进行康复护理

和生活方式管理，如伤口护理、药物管理和活动限制，

减少了康复过程中的不良因素，有助于加速康复进程[4]。

在并发症方面，观察组呈更低趋势（P<0.05）。究其原

因，通过术前肢体锻炼、术后肢体管理，护理人员能够

密切观察患者的肢体情况，包括疼痛、肿胀和感染等，

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如定期更换压力绷带、进

行伤口护理等，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同时，院外

指导确保了患者在出院后能够正确进行伤口护理和药物

管理，遵守活动和运动限制等，减少了术后期间不当操

作和不良生活习惯对康复的不利影响，从而降低了并发

症的发生率。临床有关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试验，结果

和本文相符[5]。 

综上，踝关节融合术治疗后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围

手术期护理获得良好结局，有效增强了患者的踝关节功

能，安全性更高，值得临床大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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