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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次研究中，笔者将针对借助伤口造口护理小组模式应用，是否能对临床压疮预防与治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作用进行分析。方法：选

取院内确诊并给予护理工作的共计 100 名压疮高危病患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按数字随机表法分作两组后，各包含 50 名病患，分别应用不同的护理

方法之后对比不同指标数据，以明确伤口造口护理小组成立的意义。结果：两组病患的指标数据比对见正文表格，可以看出对比对照组而言均是应

用伤口造口护理小组的观察组 50 名病患数据占优势，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研究意义，P＜0.05。结论：临床期间对于压疮高危病患而言，通过成

立伤口造口护理小组能尽可能避免压疮，在强化护理质量的同时，能增加病患的护理满意度，值得相关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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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病情影响，长期卧床病患的常见并发症类型之一包含压疮。

主要的影响原因为病患身体局部的组织基于长期受压迫的影响下，

由此致使血液循环不畅的情况。加之营养供给明显不足，导致皮肤

功能的损坏或组织的坏死。在实际针对病患开展临床护理期间，压

疮方面的有效预防和治疗一直是一项重点和难点[1]。需要临床期间

提起重视，应用有效的举措降低压疮的发生率，并强化痊愈率和护

理效率。本次将展开具体探讨，现将资料整理好，具体内容如下。 

1 病患一般资料与具体护理方法 

1.1 病患一般资料 

此次选取院内收治并接受护理工作的共计 100 名压疮高危病患

为主要研究对象，年龄范围在 18-7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6.45±

4.3 岁。将其按是否应用伤口造口护理小组模式为基础，分作两组

后分别对比不同的指标数据。具体的纳入规范如下；病患知晓此次

研究并同意参与其中。具体的排除规范如下：排除合并智力障碍、

精神障碍的病患。 

1.2 具体护理方法 

对照组 50 名病患应用传统的压疮护理治疗，观察组病患建立

伤口造口小组，针对其展开专业的压疮知识培训之后，给予 50 名

高危病患 24 小时动态监控护理，详细如下：首先，成立伤口造口

护理小组，包含领导，护士长，组长，造口治疗师，护理人员共计

30 名。小组长和各科室的护士长要对观察组 50 名病患进行会诊和

病情的评估，制定针对性的护理和压疮预防方案，并实时跟踪观察，

进行资料的更新和资料的更新规划。其次，制定相应的规范并积极

学习专业的压疮预防和治疗护理知识[2]；根据 braden 评分制定统一

的压疮高危病患预报表，将病患的个人信息以及压疮发生时间情

况、面积等数据进行记录，上报之后，由组长审核并签字，制定针

对性的科学护理举措，做好跟踪记录。每月需要将报表上交，进行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同时，还要自制护理人员的压疮防治知识调查

表，主要的考察项包含压疮的病因、评估、预防、治疗 4 方面。同

时，自制压疮高危病患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包含健康知识宣教、压

疮预防、压疮处理 3 方面。最后，开展压疮知识培训和研讨会，借

助专业的知识培训，能促使医护人员的个人知识有所更新并丰富临

床经验，强化准确识别和正确判断的能力[3]；且借助护理经验研讨

会的开展，促使护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互相分享个人的经验以

及护理技巧等，解决在护理期间个人的疑问，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

治疗举措，防止病患的压疮恶化，进而促使整体护理质量的提升。 

1.3 具体评判指标 

首先，对比两组病患的压疮发生率，之后对比两组病患的护理

满意度。 

2 结果 

2.1 两组病患的压疮发生率 

表 1 

组别 例数 未发生 发生 

对照组 50 49（98.0%） 1（2.0%） 

观察组 50 42（84.0%） 8（16.0%） 

X2   5.214 

P   ＜0.05 

2.2 两组病患的护理满意度 

表 2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50 42（84.0%）8（16.0%） 0（0%） 50

（100.0%）

观察组 50 22（44.0%）28（56.0%）10（20.0%）40（80.0%）

X2      

P      

3 讨论 

临床期间部分病患在出现压疮并发症之后，会导致住院时间的

延长、治疗费用的增加，如果护理工作开展得不及时或不科学，严

重时会有诱发败血症的可能，甚至还会引发死亡。对于此需要提起

重视，借助优质护理干预的实施强化压疮的有效预防和治疗。本次

伤口造口护理小组将传统护理模式中以疾病治疗为主，转为以病患

个人需求为主，提供优质全面的护理服务，因此特成立小组针对病

情展开具体的分析和探讨，以强化临床护理工作的开展效率提升护

理质量，及时针对病患开展护理干预工作[4]。本次观察组的压疮发

生率和护理满意度等指标对比对照组占据优势且具有差异，有统计

学研究意义，P＜0.05。表明借助系统专业的培训和研讨会开展，能

促使护理人员的知识与技能强化，原因在于使得护理人员更新自己

的护理理念，丰富临床实践经验，并强化了独立分析、思考、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严格的评价标准使得护理人员能够强化学习和探讨

的能力，促使专业知识掌握度有明显提升，并且通过更为优质的护

理，能强化与病患之间的沟通交流，拉近护患之间的关系使得病患

能积极配合治疗并强化相关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由此促使护理质

量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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