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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围术期护理应用于关节镜下治疗肩袖损伤患者中的有效性。方法：选入样本 80 例，均为肩袖损伤患者，均需接受关节镜

下治疗，选入样本时间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将样本经双盲法均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各 40 例，一般资料对比后分别予以围术

期护理、常规护理，总结患者的护理效果与情绪指标变化（SAS 评分、SDS 评分）。结果：实验组在护理效果方面相比于参照组更高，且指

标之间统计学分析有意义（P<0.05）；总结分析患者的情绪指标，实验组相较于参照组更低，P<0.05。结论：围术期护理应用于关节镜下治

疗肩袖损伤患者中的有效性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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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袖损伤比较常见于中老年群体当中，占据肩关节疾病的 41%

左右，对于肩袖损伤患者来说，主要可通过关节镜下修复进行治疗，

该手术对患者的创伤比较少，且不会明显干扰患者肩关节，术后恢

复比较快。随着快速康复理念逐渐深入到医疗服务工作中，在护理

工作中也受到这一理念影响，对患者开展围术期护理干预的主要原

因在于促进患者康复[1]。本文主要分析对经关节镜瞎治疗的肩袖损

伤患者应用围术期护理干预的有效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截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肩袖损伤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抽取 80 例，样本需接受对比分析，首先经双

盲法分组，实验组、参照组需应用不同护理方法，分别为围术期护

理、常规护理，实验组一般资料如下：患者共 40 例，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患者的年龄区间介于 41 岁到 75 岁之间，平均年

龄（59.46±3.04）岁。参照组一般资料如下：患者共 40 例，其中

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患者的年龄区间为 44~76 岁，平均年龄（59.02

±3.42）岁。经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分析结果为 P>0.05，说明可进

行对比研究。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干预，内容为：术前告知患者手术时

间、术前准备事项、术中注意事项等，予以心理护理安慰患者，缓

解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心理；术后常规巡视，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情况

以及肩关节恢复情况，指导患者开展康复训练等。 

实验组患者应用围术期护理干预，内容为，（1）术前护理：告

知患者疼痛相关知识，围术期做好患者的疼痛管理工作，入院后评

估患者疼痛程度，包括患者疼痛性质、疼痛部位、疼痛持续时间等，

指导患者正确方式缓解疼痛感；同时主动为患者介绍手术优势与预

期效果，指导患者正确配合手术方法，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升

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依从性，改善患者负面情绪。（2）术后护理：患

者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需要转移到普通病房当中，此时护理人员要密

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情况，连接相关设备，如心电监护设备，

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密切观察患者患肢颜色、温度变化，如存在

患肢麻木、肿胀、手指发凉等情况，需要立即配合医生予以相应处

理。术后予以功能锻炼，根据患者的身体恢复情况适当开展被动练

习，运动幅度与持续时间均以患者的耐受为宜。 

1.3 研究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与情绪指标变化（SAS 评分、SDS 评

分）。 

1.4 数据处理 

本次应用的统计学软件为 SPSS21.0，计量数据表示为（ sx ± ），

t 检验；计数数据表示为百分比（%），采用卡方检验，P<0.05 表明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患者的情绪指标变化 

从情绪指标上看，实验组较参照组低，P<0.05，见表 1。 

表 1：两组情绪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实验组 40 38.62±2.56 35.24±3.62 

参照组 40 44.29±4.67 41.59±4.18 

t  6.7335 7.2629 

P  0.0000 0.0000 

2.2 比较患者的护理效果 

相比于参照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来看，实验组明显更高，P<0.05，

见表 2。 

表 2：患者的护理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护理效果 

实验组 40 21（52.50）18（45.00）1（2.50） 39（97.50）

参照组 40 18（45.00）15（37.50）7（17.50）33（82.50）

X²     5.0000 

P     0.0253 

3 讨论 

关节镜是治疗肩袖损伤的重要方式，对于关节镜下治疗肩袖损

伤患者来说，良好的护理干预能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应用价值比

较高[2]。相比常规护理来说，围术期护理干预的进展是根据患者的

病情变化进行相应的护理，术前旨在抚慰患者不良情绪，缓解患者

疼痛感，让患者以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手术；术后则主要观察患者

生命体征变化与病情变化，同时需要予以患者功能锻炼，应用效果

显著[3]。从结果上看：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相较于参照组高，

P<0.05；实验组患者的情绪指标相比于参照组低，P<0.05。 

综上所述，关节镜下治疗肩袖损伤患者的围术期护理干预效果

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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