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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预见性估计模式在临床骨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叶继萍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骨科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目的：探究预见性估计模式在临床骨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我院（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收治的 94 例骨科患者，
根据不同护理方法分为两组，观察组（n=47）给予预见性估计模式护理，对照组（n=47）给予常规护理，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以生
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临床
骨科护理中运用预见性估计模式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可改善患者生命质量，患者满意度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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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患者的创伤一般较大，因此患者常会出现复杂心理，极大的

增加护理难度，且近些年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对护理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1]。预见性估计模式为一种超前的护理模式，要求护理人员

具有一定的预见性，能综合分析患者病情，给予有效的护理措施[2]。

本研究就探讨其在临床骨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收治的 94 例骨科患者，根据

不同护理方法分为两组，观察组（n=47）给予预见性估计模式护理，

其中男 26 例，女 21 例；年龄 17~76 岁，平均（42.54±2.34）岁；骨

折类型：9 例颈椎骨折，12 例腰椎间盘突出，7 例盆骨骨折，5 例胸

腰椎骨折，14 例上下肢骨折；对照组（n=47）给予常规护理，其中

男 25 例，女 22 例；年龄 17~77 岁，平均（42.61±2.12）岁；骨折类

型：10 例颈椎骨折，11 例腰椎间盘突出，8 例盆骨骨折，5 例胸腰椎

骨折，13 例上下肢骨折；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1）患者及家属均知情研究；（2）无其他严重慢性疾病者；

（3）无精神障碍者。本研究所选病例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护理：建立静脉通路，根据患者病情选择相

应的治疗药物和护理方法，观察组再给予预见性估计模式护理：（1）

心理预见性护理：提前与患者交流，针对可能出现的负性心理，结合

患者的担忧与认知水平给予心理干预，让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积极配合治疗；（2）日常危险预见性护理：确保病房通风，定期消毒，

床铺整洁、干净、舒适；（3）并发症预见性护理：静脉血栓者应勤按

摩患者肢体，放松下肢腿部肌肉，指导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感染者应

指导患者排痰，多饮水，定期消毒病房，尽可能缩短尿管留置时间，

强化尿道口护理；压疮者应定期为其翻身，勤更换被褥和床单，保持

干燥整洁。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和以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1）护

理满意度：采用自制问卷调查，分为不满意、一般、满意；（2）生活

质量：参考刘宏[3]制定的生活质量评价标准，包括患者社会关系、病

区环境、心理、生理 4 个方面，各对应 1~4 分，总分值 4~16 分，得

分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选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取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设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4.26%vs29.79%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并发症 观察组（n=47） 对照组（n=47） χ2 P 

压疮 1 3   

感染 2 2   

静脉血栓 1 3   

总发生率 4.26（2/47） 29.79（14/47） 23.0695 <0.0001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 2。 

表 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n（ x s± ）] 

并发症 观察组（n=47）对照组（n=47） χ2 P 

社会关系 13.08±1.34 11.37±1.46 5.9157 <0.0001 

病区环境 13.87±1.22 11.35±1.43 9.1909 <0.0001 

心理 13.12±1.20 11.32±1.31 6.9462 <0.0001 

生理 12.24±1.23 10.12±1.28 8.1873 <0.0001 

总生活质量 13.45±1.56 11.56±1.87 8.3207 <0.0001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97.87%vs82.98%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 3。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满意度 观察组（n=47） 对照组（n=47） χ2 P 

不满意 1 8   

一般 24 27   

满意 22 12   

总满意度 97.87（46/47） 82.98（39/47） 12.8036 0.0003 

3 讨论 

骨科患者由于创伤较大，一般都存在复杂心理，同时因不了解治

疗方式和治疗效果，因此存在顾虑，此外，这类患者治疗后常需要卧

床很长时间，生活自理能力极差，所以生理和心理均存在巨大的负担，

这也是导致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原因。预见性估计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护

理模式，其以整体护理为理念，从患者身心出发，结合患者的病情变

化和临床症状等，实施有针对性、全方位的预见性干预措施，能提前

预知患者的突发情况，防患于未然，避免引发并发症[4]。本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预见性

估计模式能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身体康复；观察组生活

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说明预见性估计模式护理效果更好，

促 进 患 者 生 活 质 量 改 善 ； 观 察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明 显 优 于 对 照 组

（P<0.05），说明预见性估计模式更能使患者受益，因此满意度高，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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