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护理 

 49 

医学研究 

浅析人性化护理在老年下肢骨折手术室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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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老年下肢骨折手术患者给予人性化护理在手术室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我院 2019 年 7 月到 2020 年 4
月接受老年下肢骨折住院进行医治的 100 名病患作为实验对象，分为两组，每组 50 例，其中常规组病患使用的是常规护理模式，而康复组

病患则是使用人性化护理模式。结果：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参与本次研究的两组病患在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护理之后，

基本医治效果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其中康复组病患的手术效果医治，术后恢复情况，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等各项指标都明显用于

常规组的病患。结论：使用人性化护理模式来对老年下肢骨折病患进行为手术期的护理操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病患的医治效果，以

及病患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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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分析的人性化护理主要就是在循证护理的基础上，对病

患进行多学科的护理操作，从而达到降低病患心理以及生理的创伤

应激，加快他们的术后康复进程。一般情况下，患有老年下肢骨折

病症的病患都是因为突发事故而引起的，这些病患对于骨折的相关

基本知识，缺乏一定的认识，导致他们非常担心在手术医治结束之

后是否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再加上术后的康复时间比较长，病患

的医治依从性会逐渐降低。本次研究主要针对为手术期实施人性化

护理模式，对老年下肢骨折病患产生的效果进行探讨，具体报道如

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 年 7 月到 2020 年 4 月，选取我院 100 名老年下肢骨折住

院的病患作为实验对象，从病患的基本质量进行分析，他们的年龄

范围在 68 岁到 88 岁之间，常规组患者中，女 23 例，男 27 例；年

龄在 54~74 岁，平均年龄（56.3±4.6）岁；其中股骨骨折 13 例，

颈骨骨折 11 例，其他部位骨折 26 例；康复组患者中，女 21 例，

男 29 例，年龄在 56～73 岁，平均年龄（60.4±4.2）岁；其中股骨

骨折 11 例，颈骨骨折 15 例，其他部位骨折 24 例；经对比，两组

患者基本资料与研究结果之间并没有密切的联系（P＞0.05），因此

可以进行比对。 

1.2 方法 

常规组的病患使用的是常规骨科护理操作具体内容包括术前

宣教按时得按照医嘱服药，在术后进行生命体征的监测，观察伤口

的渗血情况等等。 

康复组的病患则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人性化护理操作，

具体内容包括术前访视，健康宣教，心理护理，术后护理等等。除

此之外，病患还需要进行早期功能的锻炼，护理人员根据病患的病

症恢复情况，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功能锻炼方案，具体的锻炼内容

可以包括肌肉手术，关节屈伸以及肌力训练等等。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人性化护理模式在老年下肢骨折病患为手

术期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因此研究人员需要对病患的术后恢复情

况和病症发生情况，护理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结果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收集到的所有数据均真实有效，为了能够让数据分析

的结果更具有明确性，研究人员使用了医院专用的统计学软件

SPSS23.0 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后焦虑抑郁评分情况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后焦虑抑郁评分情况 

组别 例数 SDS SAS 

常规组 50 34.86±8.65 39.55±7.35 

康复组 50 22.68±6.67 23.67±2.68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组别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常规组 23 15 12 76% 

康复组 39 9 2 96% 

P <0.05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对比 

表 3 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对比 

组别 下肢深静脉

血栓 

压疮 感染 并发症率 

常规组 7 2 4 26% 

康复组 1 0 0 2% 

P <0.05 

3.讨论 

因为突发的损伤，老年下肢骨折病症的病患在医治的过程当中

非常容易出现焦虑，烦躁的心理，再加上术后长期的卧床康复，使

得很多病患出现神经脉血栓，关节功能障碍以及压床等多种类型的

并发症，这种影响他们肢体功能的恢复。如果使用人性化护理的模

式来对病患进行全方位的护理，那么病患在心里以及生理上的应激

反应，都能得到有效的缓解。除此之外，使用科学合理的震动护理

模式以及早期功能锻炼方法，能够有效的减轻病患对早期功能锻炼

的恐惧心理，促进他们得术后恢复时间减少，长期卧床所带来的并

发症。 

在本次研究当中，康复组的病患使用的是人性化护理模式进行

具体的护理操作，与常规组病患不同都是该组别的病患，在实际医

治的过程当中，护理人员对他们进行了健康宣教，详细讲解，为手

术期的注意事项进行精致的心理护理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病

患的心理应激反应，并提高了他们的医治病症。在手术医治结束之

后，护理人员还需要对病患的肢体肿胀情况，末梢血液循环情况等

各项指标密切的观察，引导病患适时的开展下肢功能锻炼，促进骨

折部位的血液循环病变出现肌肉萎缩以及关节活动障碍的情况。通

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使用人性化护理操作的病

患，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的病患，而护理满意度则是

高于常规组的病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性化护理模式能够加速

病患的术后恢复，减少并发症，缩减骨折愈合花费的时间，同时还

能够促进护理人员与病患之间的沟通，构造和谐的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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