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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创伤性骨折合并多发性骨折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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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创伤性骨折合并多发性骨折患者护理中应用心理护理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创伤

性骨折合并多发性骨折患者 90 例，按照随机方法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对照组（45 例，常规护理）与观察组（45
例，常规护理+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 HAMA 评分、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活力、躯体疼痛、生理职能、生理功能等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心理护理的应用能够有效改善创伤性骨

折合并多发性骨折患者心理状态，减轻疼痛，进一步提升其生活质量，应用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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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s 
combined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s combined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45 cases,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45 cases, routine nursing 
+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s combined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reduce pain, and further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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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骨折合并多发性骨折在骨科中属于一种多

发疾病，其主要是因外力直接或间接导致[1]。其病情较

为复杂、病情变化快，并且较严重，同时伴有不同程度

的疼痛，不仅给患者身体带来极大痛苦，还会导致其出

现严重的心理创伤，进而使其在临床救治与护理等工

作存在较大困难，从而严重影响其病情恢复[2]。因此，

治疗该疾病的同时应辅以心理护理，对改善预后以及

提升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3]。故此，本文将创伤性骨

折合并多发性骨折患者为参考样本，分析心理护理的

实施对该类患者的影响，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8 月~2022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创伤

性骨折合并多发性骨折患者，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对照

组 45 例，男女比例为 29：16，年龄 25~76 岁，平均

（53.37±1.04）岁；观察组 45 例，男女比例为 28：17，
年龄 26~75 岁，平均（53.43±1.12）岁。两组的一般资

料差异不明显（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首先，患者入院后及时安抚其

情绪，耐心指导家属给予患者鼓励与支持，同时进行抢

救措施。待患者情况平稳后及可给予手术治疗并进行

相应护理干预。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如下：1）

入院后加强与患者沟通强度，注意观察其情绪变化或

面部表情，依据实际情况针对性给予心理干预，安抚其

恐惧、焦躁等不良情绪。必要时，应遵医嘱给予相应镇

静药物，降低其应激反应，有利于后续相关抢救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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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开展。同时，应时刻注意疏导患者家属心理压力，

并指导其给予患者更多鼓励与支持，增加治疗自信心。

2）术前心理干预。术前应及时与家属交流，详细且耐

心告知其手术治疗优势、术中可能出现不良事件风险

等，同时给予言语安慰，并对其分享手术成功案例，缓

解心理压力，还可树立患者治疗自信心。3）术中。患

者进入手术室时，带领患者熟悉手术室环境，以缓解其

紧张情绪，适当与患者进行肢体接触，如握手、拍肩等，

给予其情感鼓励与支持，待麻醉生效后即可停止心理

干预。4）术后。待患者意识清醒后，应及时告知其手

术结果并安全送至病房。同时耐心询问其疼痛情况，并

依据疼痛程度给予针对性疼痛护理，以此提升其心理

舒适度；指导患者及家属术后相关护理注意事项，尽早

进行床下运动。同时，引导家属参与相关护理中，并给

予更多关心与鼓励，使其能到家庭支持，提升康复训练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促进病情恢复。 
1.3 观察指标 

（1）心理状态：应用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

(HAMA、HAMD)评定。（2）疼痛程度：应用视觉模拟

评量表（VAS）评定。（3）生活质量：应用 SF-36 量表。

（4）护理满意度：应用本院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分数

越高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5.0 处理数据，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 
护理后，两组对比（P＜0.05），见表 1。 
2.2 两组疼痛程度 
护理后，两组对比（P＜0.05），见表 2。 
2.3 两组生活质量 
两组对比（P＜0.05），见表 3。 
2.4 两组护理满意度 
两组对比（P＜0.05），见表 4。 

表 1  比较两组心理状态[(x±s)，分] 

分组 例数 
HAMA 评分 HAMD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5 53.54±8.22 41.23±6.71 51.25±6.63 42.25±7.61 
对照组 45 54.23±7.98 47.58±8.43 50.58±7.16 47.14±8.43 

t  0.372 5.852 0.521 5.714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比较两组疼痛程度[(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5 5.51±0.12  2.42±0.71 
对照组 45 6.57±0.14 3.83±1.24 

t -- 0.327 5.475 
P -- ＞0.05 ＜0.05 

表 3  比较两组生活质量[(x±s)，分] 

组别 活力 躯体疼痛 生理职能 生理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总体健康 

观察组（n=45） 75.27 ±5.34 78.98 ±5.14 77.84 ±5.59 76.36 ±4.73 73.27 ±7.28 81.16 ±6.73 80.28 ±6.93 66.37 ±4.57 
对照组（n=45） 68.16 ±5.46 66.46 ±5.18 63.62 ±5.27 63.85 ±3.25 65.63 ±7.73 71.31 ±6.33 68.16 ±6.55 60.56 ±4.84 

t 6.218 11.482 12.453 14.476 4. 762 11.123 8. 415 5. 696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4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5 24（53.33） 20（44.44） 1（2.22） 44（97.78） 

对照组 45 20（44.44） 18（40.00） 7（15.56） 38（84.44） 

χ2     5.027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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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创伤性骨折合并多发性骨折病情较危急，由于大

多数患者对该疾病不了解，再加上剧烈疼痛，极易引发

患者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创伤，对生活绝望，进而导致

其治疗难度加大，影响病情恢复，甚至增加并发症发生

风险，严重威胁其生命健康安全[4~5]。 临床中对于该疾

病治疗主要手段为手术治疗，同时，患者因受到骨折疼

痛的影响，以及对手术方案了解的不足、对自身机体功

能恢复情况的担忧，往往会导致患者存在一定的负性

情绪及心理状态，如此一来则会降低患者治疗配合度

及护理依从性，影响其治疗及预后。因而针对该创伤性

并多发性骨折患者来说，在其治疗中合理配合优质的

护理干预十分关键。 
若不重视患者心理状态，不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不

仅会使患者烦躁、焦虑等不良情绪加重，影响影响临床

疗效，也不利于预后[6]。因此，在临床治疗该疾病的同

时给予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十分必要。当前，随着社会发

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致使其对临床护理需求也

随之提升。同时，促进临床护理工作也更加注重人文关

怀及心理健康维护[7~8]。 
心理护理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护理措施，是以患

者为中心，依据患者病情、心理状态等情况提供具有针

对性心理干预措施，使其能够在治疗期间能够保持良

好心态，尽可能满足心理需求，并对不良情绪给予有效

疏导，使其增加治疗自信心，提高相关依从性，从而促

进病情预后。本研究中将心理护理植入创伤性骨折合

并多发性骨折患者常规护理中并贯穿于整体治疗中，

并在治疗各阶段实施针对性心理干预，使其家长及患

者心理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加快病情恢复。 通过观察

对比本文数据结果发现，护理后观察组在心理状态改

善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同时疼痛程度较对照组明显

减轻，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可

见，心理干预与常规护理相比较，该护理效果较好。其

原因是创伤骨折发生后，患者大多会存在不同程度的

心理负担，继而使其表现出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再

加上其对疾病认知不高、疼痛剧烈等因素影响，不利于

病情恢复。而心理护理的实施，护理人员能够通过语言、

肢体行为等给予患者心理安慰与鼓励，增强心里舒适

度。同时，心理负担明显得到缓解，情绪稳定。此外，

疼痛干预的实施，可使患者身体、心理舒适感增强，不

良情绪也显著缓解。并且患者能够以积极乐观态度配

合医护人员，进而促进病情恢复。 
综上所述，在创伤性骨折合并多发性骨折患者护

理中植入心理护理，极大的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

情绪，减轻疼痛感，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具有较高的

应用效果，可普及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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