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快车 2022 第 3 卷第 3 期  

 4 

骨科康复护理模式及快速康复护理 
郝芳 

（陕西省人民医院骨科病院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目的分析骨科康复护理模式以及快速康复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在我院骨科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进行随机抽取 84 例并将其分为观察
组（n=42）和对照组（n=42），为对照组患者实施健康宣教、生活护理等常规护理干预，为观察组患者实施快速康复护理。结果观察组并发症
总发生率为 14.31%，明显低于对照组并发症总发生率 26.20%，其中，观察组出现并发症患者为 6 例，对照组出现并发症患者为 11 例，2 组并
发症总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骨科患者应用快速康复护理可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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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康复护理模式的建立是提高整体护理的必然因素，要求对患

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全方面的护理方法，帮助患者进行肢体训练功
能，协助患者患肢的康复工作，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保持患者的生理
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快速康复护理工作
模式则是在骨科患者康复的护理需求和骨科康复护理发展的基础上。
在这样的前提下，骨科康复护理模式及快速康复护理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并在临床上开始得到了较好的使用，骨科疾病具有创伤大以
及术后恢复慢等特点，患者不但受病痛折磨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
压力，不良心理应激严重影响康复效果，因此，不但要为患者提供对
症治疗，同时还需要对其加强护理干预，此次研究旨在探讨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我院骨科接受治疗的患者应用康复护理模式以
及快速康复护理的效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在我院骨科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进行随机抽取，此次研究共计纳入

84 例患者，病情均经影像学检查确诊，排除合并重度精神疾病患者、
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脏器受损患者、脊髓受损患者、颅脑损伤患者。
采用随机抽签法将入选患者分为观察组（n=42）和对照组（n=42），
观察组男性 24 例，女性 18 例，年龄 28-74 周岁，平均（48.9±8.9）
岁，对照组男性 22 例，女性 20 例，年龄 26-73 周岁，平均（48.4
±8.6）岁。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经分组后其临床基本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为对照组患者实施健康宣教、生活护理等常规护理干预，为观察

组患者实施快速康复护理，如下： 
1.2.1 术前护理 
术前对患者进行科普宣教，可通过视频教育以及分发健康宣传册

等形式加深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了解。术前带领患者熟悉手术室环境，
向其介绍麻醉方式，减轻患者对手术的恐惧感。术前巡回护士需对患
者进行探访，评估其病情以及心理状态，向患者介绍手术成功案例，
平复其紧张情绪以便坦然接受治疗。 

1.2.2 术中护理 
术中对患者病情以及生命体征变化情况进行密切观察，为患者提

供保暖措施，保持体温恒定，与手术医生默契配合，确保各项消毒措
施得到严格执行，降低术中感染率，为患者安置镇痛泵。 

1.2.3 术后护理 
待患者意识恢复清醒后告知其康复过程中的相关禁忌和注意事

项，向其介绍镇痛泵的使用和调整方法。叮嘱患者及早进行床上被动
以及主动训练，待生命体征恢复稳定后及早下床活动，术后 6 小时即
可进行远端关节活动以及肌肉静力收缩运动，根据患者恢复情况逐渐
加大训练强度。还需对引流管引流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及早将引流管
拔除。 

1.3 观察项目 
统计和对比 2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应用 
所用数据资料分析软件为 SPSS21.0，（n，%）表示计数资料，组

间差异通过χ2、t 检验进行比较， s±x 表示计量资料，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则 P<0.05。 

2 结果 
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4.31%，明显低于对照组并发症总发

生率 26.20%，其中，观察组出现并发症患者为 6 例，对照组出现并
发症患者为 11 例，2 组并发症总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比较 2 组患者并发症情况 
分组 深静脉血栓 便秘 切口感染 压疮 其他 合计（%） 

观察组 n=42 0 1（2.38） 1（2.38） 2（4.76） 2（4.76） 6（14.31） 
对照组 n=42 1（2.38） 2（4.76） 2（4.76） 3（7.14） 6（14.31） 11（26.20） 

χ2 1.391 0.826 0.826 1.289 0.826 8.12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骨科康复护理模式及快速康复护理对整个骨科康复护理工作具

有指导性意义，为护理工作中的理论构建，是全面建立在患者对康复
护理需求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结构的形成包括了护理人员日常工作内
容和工作程序的规定，为患者提供了在康复护理过程中的质量评价
表，更好地促进了护理工作标准化的方向，也为规范护理人员的实践
提供了依据，促进了患者的恢复情况，减少了患者的住院时间，整体
提高了患者的健康和功能水平。骨科手术具有创伤大、病情复杂以及
术后康复时间长等特点，康复过程中出现各类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与
传统护理模式相比，快速康复护理干预以患者为护理服务的中心，从
患者心理以及生理等方面进行考量，注重为患者提供专业性护理服务
并满足其合理身心需求，患者心理以及生理方面使其应激反应得到明
显减轻。此次研究中，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4.31%，明显低于
对照组并发症总发生率 26.20%，2 组并发症总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研究表明，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40%，

应用快速康复护理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66.67%，提示为骨科患
者提供快速康复护理可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与本研究结果
相符。 

综上所述，骨科患者应用快速康复护理对于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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