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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镜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围手术期的康复护理措施

郭智维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二医院 湖南衡阳

【摘要】目的 讨论关节镜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围手术期的康复护理措施。方法 按照研究纳入标注

与排除标准从 2021年 9月-2022年 9月内本院收治的接受关节镜治疗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中选 68例作

为实验组对象，编号 1-68号，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34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采用围

术期康复护理，对比护理效果。结果 不同护理方案实施后，实验组患者膝关节功能更好、日常生活能力更

好、关节优良率更高，相关指标对比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针对接受接受关节镜治疗

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实施围术期康复护理干预，患者膝关节功能显著恢复、关节优良率显著提升，日

常生活功能得以有效改善，围术期康复护理临床效果好，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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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easures of arthroscopic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Zhiwei Guo

922 Hospital of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Hengyang,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peri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easures of arthroscopic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nto the annotation and exclusion standard 9 months
from September 2021-2022 in our hospital were treated with arthroscopy choose 6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as experimental object, no. 1-68, all 34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S the
peri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nursing programs, the knee joint fun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e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was better, and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joint was higher, and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i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knee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who received arthroscopic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cover knee func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join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daily lif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eri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s good, which has the
value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Knee osteoarthritis; Arthroscopy; Peri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Knee joint function; In
daily life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常见的病因包括关节骨

性增生、软骨变形等[1]。相关原因导致关节囊牵张、

骨折、神经受压、关节肉痉挛等情况，膝关节作为

人体重要的运动功能与承重功能参与关节，骨性关

节炎发病率极高[2]。当前针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常

采用手术治疗，关节镜治疗创伤小、临床效果好、

术后康复快，在手术治疗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手

术后康复效果，需要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法，本

研究讨论关节镜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围手术期的

康复护理，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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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研究纳入标注与排除标准从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9 月内本院收治的接受关节镜治疗的膝关

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中选 68例作为实验组对象，编号

1-68号，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34例，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数据对

比：（1）性别，实验组男 41例，女 30例，对照组

男 42例，女 29例；（2）年龄，实验组年龄 22-41

岁，平均年龄（27.9±4.5）岁，对照组年龄 21-42岁，

平均（28.1±4.9）岁。（3）病程：实验组患者病程

1-4年，平均（2.4±1.3）年，对照组病程 1-4 年，平

均（2.5±1.2）年。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美国风湿学会关于

膝骨关节炎的临床诊断标准，经过 X线、CT、MRI

等确定病变。患者及家属均知悉本次实验研究，签

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心功能疾病患者；合并严

重肾肝功能疾病患者；合并血液系统患者；风湿性

关节炎患者；肌肉炎症患者；膝盖关节软组织急性

损伤患者。

1.2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术前

实施必要健康教育与饮食指导，术后进行生命

体征监测与并发症管理。

1.2.2实验组 实验组患者接受围术期康复护理

干预，内容如下。

1.1.1.1 术前康复护理 在手术开展前，应针对

患者进行健康知识宣教与心理护理，了解患者存在

的负面情绪，给予倾听、鼓励支持等方式，梳理患

者正向的治疗信心，告知手术内容和康复训练的相

关内容，确保患者主管能动的参加术后技能康复训

练。同时应指导并配合医生完善各项常规检查，评

估病情，针对性制定护理配合对策。教会患者床上

大小便，避免行动不便导致便秘与尿储留。术前的

康复训练主要在确保患者关节耐受的前提下，进行

股四头肌肌力和膝关节功能训练，主要内容包括（1）

股四头肌等长收缩，患者取仰卧体位，膝关节不动、

踝关节功能位做股四头肌收缩。（2）支腿抬高，仰

位踝关节功能位抬腿保持，同时髋关节不外展。（3）

膝关节主动屈伸锻炼。

1.1.1.2 术后护理：在手术完成后，首先用厚敷

料和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保证松紧度适宜，将患肢

抬高 20-30cm，护理人员应当观察患肢血运情况，

术后将冰袋置于膝关节两侧，连续冰敷 2d，避免水

肿淤血。针对术后的康复护理，应当尽早开展。术

后的康复训练包括：（1）增强肌力训练，观察患者

麻醉效果消失后，开展踝关节背伸训练，在手术后

第三天进行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训练，若患者疼痛不

增加，可进行支腿抬高训练。（2）膝关节被动训练，

术后 3d引导进行被动屈伸锻炼，角度从 30°开始，2

分钟屈伸 1 次，持续 30-60 分钟，每天两次，视情

况逐渐增加角度。（3）膝关节主动锻炼：待患者肿

胀疼痛等极大缓解后，坐起床边练习小腿抬高。（4）

正确下床与负重：术后 5-7d，视情况引导患者下床

活动。（5）出院指导：患者符合出院指标后，应当

实施出院指导，告知患者居家后应持续保持适当的

康复运动，并注意膝关节保暖，通过微信等加强联

系，交流病情变化，告知患者应定期复查，若有不

适及时回医院就诊。

1.3观察指标

（1）膝关节功能评分：采用 Lysholm[3]评分，

通过跛行、交锁、支持、肿胀、疼痛、上下楼、不

稳定等多项共计 100分计算，分值越高患者膝关节

功能越好。

（2）日常生活功能：采用 barthel[4]指数分析，

指数最高为 100，指数越高表明患者的日常生活功

能恢复得越好。

（3）关节优良率：采用 HSS 评分分析，（0-10

分视为无痛，优级；11-20分视为行走时疼痛，良；

21-40分静息状态疼痛，一般；41-100分，疼痛严重

影响睡眠，差。优良率=优例数率+良例数率。）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3.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检验，并以（χ±s）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膝关节与日常生活功能评分

不同护理干预后，实验组膝关节功能评分及日

常生活功能评分均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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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膝关节与日常生活功能评分（χ±s）

组别 例数 Lysholm评分 barthel指数

对照组 34 72.8±4.1 71.5±3.6

实验组 34 83.2±6.9 80.6±5.4

t - 7.555 8.175

P - 0.004 0.022

2.2关节优良率

在不同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者关节优良率高

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数据

对比：实验组 21例优、6例良、7例一般，0例差，

优良率为 34 例（100.0%），对照组 18 例优、5 例

良、7 例一般、4 例差，优良率 30 例（88.2%），

（χ2=4.250，P=0.039）。

3 讨论

针对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疾病的治疗，最为有

效的方式是手术治疗，膝关节镜手术是一种骨外科

微创手术，在临床诊断、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方

面具有显著重要的作用，在临床中，通过腔内镜观

察病变位置，并在关节镜下处理病变组织，能够达

到理想的治疗效果[5]。虽然关节镜手术效果良好，

但是由于骨性疾病的手术治疗会给患者造成明显的

疼痛影响，加上知识水平差异大，心理因素较多，

易干扰，依从性低等因素，导致手术术后康复效果

较差，关节功能康复并不理想[6]。

针对膝关节骨性手术治疗是一方面，如何保证

患者又好又快实现功能康复同样十分重要，围术期

康复护理是基于快速康复理念的护理方式，患者在

确定手术治疗之后，在手术期即开展有效的心理引

导与健康教育，帮助患者了解疾病与手术治疗内容，

同时有正向的心理情绪，同时在患者耐受情况下实

施术前功能锻炼，显著有效的增进血液循环，增强

肌肉力量和躯体质量，从而有效提高患者的手术耐

受能力[7]。在手术开展后，根据患者情况尽早开展

功能锻炼，循序渐进的提高患者康复效果，帮助患

者尽早下床，避免肌腱和关节囊粘连、挛缩，同时

软化瘢痕、恢复关节和肢体功能。除此之外，有效

的早期康复训练也能够避免长期卧床导致的各类并

发症[8]。本研究中，不同护理方案实施后，实验组

患者膝关节功能更好、日常生活能力更好、关节优

良率更高，相关指标对比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针对接受接受关节镜治疗的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患者实施围术期康复护理干预，患者膝

关节功能显著恢复、关节优良率显著提升，日常生

活功能得以有效改善，围术期康复护理临床效果好，

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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