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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模式护理在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姚夏青 

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骨六病区  北京 

【摘要】目的 分析、探究为股骨胫骨折手术患者实施快速康复模式护理的应用成效。方法  选取我院

2017.3-2018.3 月期间收治的 119 例股骨颈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表法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与观

察组，为对照组提供常规性护理，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之上为观察组提供快速康复模式护理，对比两组患者下床活

动时间、住院天数、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及负性情绪改善情况。结果 经护理干预后发现，观察组患者下床活动时

间为（6.54±0.71）短于对照组的（8.69±1.26）；同时观察组的住院时间为（8.41±0.69），同样短于对照组的

（12.36±0.89），两组时间对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经护理干预后发现，两组生活质量均有改善，观

察组的生活质量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经护理干预后发现，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都有缓解，

且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更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股骨颈骨折患者围术期期间为其提供快速康复模式护理

将缩短患者群体的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同时还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负性情绪，具有理想的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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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mode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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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mod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femoral and tibial fractures. Methods 119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during 2017.3 to 2018.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all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Routine nursing was provided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rapid rehabilitation mode nursing was provided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based on the nursing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ime to get out of bed, the number of days in hospital,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egative emo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observation group was 
(6.54±0.71) shorter than control group (8.69±1.26). At the same time, 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41±0.69), which was also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2.36±0.89),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both groups was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al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it was found tha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re relieved in both groups, and the improve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rapi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will shorten the time of getting out of bed and 
staying in hospital, and also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hich has ide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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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认为，股骨胫骨折最为理想的治疗方案

为手术治疗，经手术治疗后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关节功

能，同时可以避免患者因长期卧床而出现机体功能退

化及不良反应。手术治疗对股骨颈骨折患者而言，具

https://jacn.oajrc.org/�


姚夏青                                                      快速康复模式护理在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6 - 

有重要的治疗意义与价值，然而为了减少手术治疗对

机体所造成的应激影响，促进骨折患者术后的康复，

有必要为患者提供围术期护理，通过科学高效的护理

措施，来巩固手术治疗的成效[1-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3-2018.3 月期间收治的 119 例股骨

颈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表法将所有研究

对象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 59 例，男女比

例为 30：29，年龄为 60~82 岁，平均年龄为（65.54±
5.46）岁；观察组患者 60 例，男女比例为 30：30，年

龄为 60~81 岁，平均年龄为（65.51±5.51）岁。两组

间一般资料等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可进行

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接受紧急止痛治疗，对患者的

骨折端进行固定处理，避免患者的骨折问题加重，固

定后为患者实施问诊，同时开展术前评估、术前准备，

患者术前应禁食 12 个小时，术前 4 小时则需要禁饮。

术后为患者提供常规护理，护理期间让患者正常饮食，

告知患者术后 24 小时内不能下床活动。在对照组的护

理基础之上为其提供快速康复护理干预： 
①为骨折患者提供心理护理。考虑到患者年龄较

大，对出现的骨折问题会产生焦虑、紧张及抑郁等负

性情绪，因此有必要在手术治疗前为患者提供心理护

理，同时主动积极地与患者进行沟通，询问患者现阶

段的心理状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病情及

后续的治疗方案，让患者做好治疗准备； 
②术前开展评估及锻炼指导。术前为患者实施全身

评估，掌握患者的身体情况，协助患者做好相关的检查

项目，为提高患者术后的锻炼成效，可在术前告知患者

相关的锻炼要点，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扩胸等； 
③为患者提供术后全面护理。手术治疗结束后，

为患者去除枕头，让患者平躺在病床之上，避免患者

出现肺部并发症，协助患者进行翻身，避免患者因为

长期的卧床康复而出现静脉血栓。在手术治疗结束的

第二天起，患者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疼痛反应，为减轻

患者的疼痛感，可根据具体情况为患者提供止痛药物

及镇静药物，减少患者生理层面的不适感。当患者恢

复成效理想后，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如弯曲脚踝、

肌肉力量训练等，以此来刺激患者的生理功能，提高

患者的康复速度，避免患者因为长期的卧床而出现关

节粘连等问题，同时鼓励患者尽快下床活动，可进行

坐位及抬腿训练。鼓励并协助患者尽快下床活动。护

理期间应密切观察患者的康复情况，主要是观察患者

的手术创口是否存在红肿及感染问题，告知康复护理

期间的注意事项，让患者出院后合理饮食、适当锻炼。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下床活动时间及住

院时间；生活量量表（QLQ-C30）评估患者的生活质

量，该量表中包括了躯体、认知、情绪、角色、社会

功能等方面，满分为 100 分，分值越是高则说明患者

的生活质量越是好；采用 Zung 抑郁自评量表（SDS）、

焦虑自评量表（SAS）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抑郁焦虑情绪变化，表内共有 20 个项目，每个项目分

值为 1~4 分，分数越高则说明抑郁、焦虑情况越是严

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

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χ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两组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对比 
经护理干预后发现，观察组患者下床活动时间为

（6.54±0.71）短于对照组的（8.69±1.26）；同时观

察组的住院时间为（8.41±0.69），同样短于对照组的

（12.36±0.89），两组时间对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详见表 1。 

2.2 两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对比 
经护理干预后发现，两组生活质量均有改善，观

察组的生活质量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详

见表 2。 
2.3 两组负性情绪改善情况对比 
经护理干预后发现，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

都有缓解，且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更优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3。 

3 讨论 
股骨颈骨折患者以老年群体为主，此类患者因为

年龄较高，罹患了各种基础性疾病，其治疗与护理工

作都存在相应的难度，甚至有部分患者会因为病情而

出现严重的负性情绪及心理问题。而快速康复护理是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之上为患者应用更多的新型护理措

施，从术前心理护理开始，到术后训练护理为止，加

快患者机体的康复速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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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对比（ x ±s，d） 

组别 例数 下床活动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 59 8.69±1.26 12.36±0.89 

观察组 60 6.54±0.71 8.41±0.69 

t  11.492 27.084 

P  0.001 0.001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量表对比（ x ±s，分） 

项目 对照组（n=59） 观察组（n=60） t P 

躯体评分 
护理前 61.54±7.41 60.79±7.81 0.537 0.592 

护理后 70.22±9.52 81.11±8.57 6.561 0.001 

认知评分 
护理前 60.59±7.41 60.98±7.89 0.278 0.782 

护理后 75.65±8.52 86.95±8.45 7.264 0.001 

情绪评分 
护理前 62.59±5.98 61.59±5.62 0.940 0.349 

护理后 75.98±8.56 85.69±9.44 5.875 0.001 

角色评分 
护理前 60.19±5.48 60.57±5.41 0.381 0.704 

护理后 71.42±7.48 81.48±7.28 7.435 0.001 

社会功能评分 
护理前 60.15±4.11 60.11±4.19 0.053 0.958 

护理后 70.18±5.56 78.29±5.44 8.043 0.001 

表 3 两组负性情绪改善情况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SDS 评分 SA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9 62.33±2.36 46.69±3.69 61.36±4.23 49.69±2.36 

观察组 60 62.31±2.16 35.36±4.36 60.36±4.66 40.45±2.29 

t  0.048 15.289 1.225 21.676 

P  0.962 0.001 0.223 0.001 

 
而本研究结果提示：经护理干预后发现，观察组

患者下床活动时间为（6.54±0.71）短于对照组的（8.69
±1.26）；同时观察组的住院时间为（8.41±0.69），

同样短于对照组的（12.36±0.89），两组时间对比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经护理干预后发现，两组

生活质量均有改善，观察组的生活质量量表评分高于

对照组（P＜0.05）；经护理干预后发现，两组患者的

抑郁、焦虑情绪都有缓解，且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更优

于对照组（P＜0.05）。快速康复护理与常规护理工作

具有显著差异，常规护理的重点在于为患者提供术后

护理，而快速康复护理则侧重于在整个围术期实施护

理工作，这意味着从患者的术前、术中到术后，都会

得到专业且系统的护理干预[6]。从患者的角度来说，护

理措施越是详尽、全面，患者术后的康复效果也就越

高，这对于患者而言不仅仅能够推动患者的康复速度，

还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7-8]。 
综上所述，在股骨颈骨折患者围术期期间为其提

供快速康复模式护理将缩短患者群体的下床活动时间

及住院时间，同时还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负

性情绪，具有理想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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