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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指引在骨科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远理娟 

太仓市中医医院  江苏太仓 

【摘要】目的 研究在骨科护理中应用预见性护理方式起到的护理效果。方法 选取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期间骨科收治的 100 例患者为观察对象，随机将 10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

理方式，而观察组的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指引干预，通过对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分析来了解不同护理方式起到的护

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经预见性护理后，并发症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SAS 自评量表评分值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骨科住院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应用

预见性护理在骨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十分显著，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负面情绪，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广

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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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predictive nursing guidelines in orthopedic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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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nursing effect of applying predictive nursing methods in orthopedic nursing. 
Methods 100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orthopedic department from October 2021 to Octo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subjects. 1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received predictive nursing guidance 
intervention. By analyzing the basic data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nurs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understood. Results After predictive care,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mprovement in the SAS self-evaluation scale scor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orthopedic inpatients, the 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orthopedic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It has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and is worth promoting wid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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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预见性护理简单来说就是做好患者多种意外情况

预防工作，护理重点为预防，这种护理方式的应用能够

及时发现患者护理中存在的问题，并能从护理方案优

化中保障患者护理质量[1]。骨科患者疾病恢复效率慢，

且治疗难度高，护理中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也较

大，这些不良反应都会对患者疾病治疗效果以及生活

质量产生极大影响。以往骨科常规护理工作将重点放

在了疾病护理中，不能有效的降低患者多种并发症出

现，所以存在多种不足[2]。而应用预见性护理方式能够

通过评估了解患者身体情况，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

定出合理、有效的护理方案，这种护理方式不但具有全

面性，也能提升护理工作的主动性，因此能够从护理质

量保障中提升患者生活质量[3]。基于此，本文开展预见

性护理指引在骨科护理中的应用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

在本院骨科收治患者 100 例，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

对照组的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人数分别为 23 例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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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年龄 21~64 岁，平均年龄（35.4±5.3）岁。观

察组的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人数分别为 21 例和 29 例，

患者年龄 22~65 岁，平均年龄在（36.5±4.6）岁。通过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基本情况了解可以得知，所有

患者的疾病情况和基本资料并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本次研究有意义。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且患者均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 
1.2 纳排患者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为骨科患者，均首次进行

骨科手术治疗并符合相关手术指征；②意识清楚、生命

体征稳定且无沟通交流障碍的患者；③术后无严重并

发症发生的患者。 
排除标准：①存在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或合并难以

控制的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者；②既往存在

膝关节、髋关节手术史的患者；③近期存在膝关节感染

的患者；④存在恶性肿瘤、麻醉禁忌证者；⑤研究期间

失访的患者。 
1.3 研究方法 
（1）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干预，护理工作的主要内容为患者

做好疾病护理，并叮嘱患者药物服用的多种注意事项，

以此避免安全问题发生。 
（2）观察组 
应用预见性护理方式，护理工作内容有以下几点：

①术前护理。骨科收治的都是出现骨折疾病的患者，这

类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的概率较高。因此

为了避免多种不安全问题发生，在患者入院之后护理

人员应该指导患者展开相应的检查，检查完成之后护

理人员也应该了解患者的检查结果，并根据检查结果

评估患者身体症状。如果患者存在面色苍白、烦躁不安

等现象，这种情况下可以为患者进行氧气输送以及建

立静脉通路，如果患者存在的这些症状较为严重，这种

情况下就需要为患者建立两条静脉通路。手术是治疗

骨折患者的重要方式之一，手术治疗方式虽然具有一

定的效果，但面对的风险也较大。基于此，为了最大化

的降低患者手术过程中风险问题出现，护理人员应该

根据患者身体情况以及疾病情况提前制定不良问题预

防对策以及应对措施，以此不但能够降低多种不良问

题发生，也能在患者出现意外情况时给予其及时、有效

的救助。除此之外，在术前护理人员也应该告知患者多

种注意事项，并做好患者心理疏导工作。大部分患者在

手术之前都会产生焦虑、紧张的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

绪会提升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出现。针对这种情况

护理人员应该向患者讲解手术方式的重要性，也要多

向患者讲解本院近期通过治疗回归社会的案例，这样

不但能够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也能提升起患者治疗

积极性和信心。②并发症护理。患有骨折的患者行动会

受到较大限制，发生跌倒、磕碰的概率也较大。因此为

了降低患者意外情况的发生，护理人员应该定期询问

年纪较大的患者是否需要帮助，也可以在患者的病床

周围增加床栏，以此防止患者出现坠床和跌倒问题。其

次，护理人员也应该为患者颁发一些健康知识手册，手

册中要包含跌倒、磕碰案例，这样能够加强患者的警惕

性，也能从患者认知性提升中减少一些安全问题发生。

骨折患者在手术完成之后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长时

间卧床休息也会造成压疮、下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出

现。为了避免这些并发性出现，在预见性护理方式应用

中护理人员应该告知患者正确的卧床体位，并定期的

帮助患者翻身，必要时也可以给予患者按摩护理，这样

能够有效的降低多种并发症出现。除此之外，病房中的

患者人数较多，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问题发生，护理人员

也应该定期的做好病房的清洁、通风，通风完成之后要

将病房的温度适度调整至合理的范围之内。泌尿系统

感染是骨科患者常出现的并发症之一，由于骨科患者

长时间卧床休息时会改变排尿环境，所以在长时间影

响下患者会出现排尿困难的情况。为了预防这种问题

发生，护理人员也应该指导患者定时排尿、排便，这样

能够降低术后留置导尿管的概率。如果患者机体免疫

力持续降低，那么会提升多种并发症发生率，以此为了

预防多种不良问题发生，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身体

情况和疾病情况指导其合理饮食，应该让患者尽可能

的食用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当患

者每天摄入的营养满足身体需求时也能实现病情的快

速恢复。③饮食指导护理干预，告知患者尽量多的食用

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清淡易消化食物，多食粗

粮，粗纤维蔬菜和新鲜水果，以促进肠蠕动，预防便秘

发生；同时需要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大小便后及时清

洗，保持床单元清洁，干燥平整无皱，观察局部皮肤有

无破损，发紫，翻身时动作轻柔。 
1.4 观察指标 
统计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情况，包括观察两组

压疮、静脉血栓、吸入性肺炎等并发症发生率、评估两

组生活质量评分、SAS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2.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实验中的计

数资料采用 n 以及%表示，采用 χ²检验。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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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数±标准差”表示，通过“t”检验，若最终数据

“P＜0.05”则表示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对比 
结果调查显示，预见性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2.2 两组 SF-36 评分、SAS 评分对比 
结果调查显示，预见性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SAS 焦虑自评量表分

值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对比［n（%）］ 

组别/项目 压疮 静脉血栓 吸入性肺炎 发生率（%） 

观察组 2 1 0 6.00 

对照组 5 4 1 20.00 

χ² - - - 4.332 

P - - - 0.037 

表 2  两组 SF-36 评分、SAS 评分对比（x±s，分） 

组别/项目 例数 SF-36 评分 SAS 评分 

观察组 50 66.42±2.28 43.12±1.01 

对照组 50 47.33±1.61 52.47±2.08 

t - 40.462 24.396 

P - ＜0.05 ＜0.05 

 
3 讨论 
当前社会发展下由于突发性事故造成骨折的人数

和患有颈椎病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人数越来越

多，这些疾病的出现会让患者身体产生多种不适，生活

质量也会严重下降，所以在疾病影响下患者也会产生

多种不良情绪。正是由于骨骼上的伤害会让患者产生

极大的疼痛感，也会影响患者身体和心理的恢复，所以

为了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必须做好护理工作[4-5]。以往骨

科中使用的常规护理方式虽然能够起到改善患者疼痛

感以及身体不适感的效果，但并不能消除患者心理的

多种负面情绪，也无法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也存

在较多的不足。而预见性护理方式的应用能够在护理

工作实施之前对患者的身体情况以及疾病情况进行全

面了解，也能根据了解内容为患者制定针对性护理方

案，且为患者实施疾病护理的同时也会进行心理护理

和并发症护理，因此应用中能够在保障护理质量的同

时降低多种并发症发生[6]。 
常规护理干预缺乏预见性，在骨科护理中应用效

果不显著。随着医疗水平不断提高，预见性护理成为一

种新型护理措施，被应用于临床护理中，且此模式应用

之后，医护人员能够通过提前对患者的风险进行评估，

有利于发现护理中存在问题，对护理措施不断完善，预

防风险事件发生；通过对患者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指

导，可以保持患者机体营养物质平衡，降低一系列并发

症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能力及生活质

量。由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经预见性护理

后，并发症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

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SAS 自评量表评

分值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通过预见性护理干预

的应用，对患者整体的护理服务有了较大的提升，患者

的术后表现及整体满意度也有所提高，对整个医院的

整体治疗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以上这些结果

也证明了预见性护理干预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应用价

值，值得推广[7-8]。 
综上所述，在骨科护理中应用预见性护理指引能

够保障护理质量，也能从压疮、静脉血栓等不良问题降

低中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因此值得在临床实践中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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