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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护理临床路径在治疗踝关节骨折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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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在治疗踝关节骨折患者中应用护理临床路径的临床效果。方法 于骨科中选取 76 例

踝关节骨折患者作为实验研究对象，在骨折后患者存在有不同程度的疼痛感，在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前，

采取随机数字法将 76 例患者随机分配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8 例患者，分别使用常规护理、骨科护理

临床路径，并对比其临床效果。结果 在采取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 评分、VAS 评分无较大差异，

（P＞0.05）；同时在采取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Fugl-Meyer 评分分别为（78.33±5.28）分、（1.24±0.23）
分，较之对照组有明显数据差异，（P＜0.05）。其次，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间存在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踝关节骨折患者实施骨科护理临床路径效果显著，对改善患者肢体运

动功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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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pplying nursing clinical pathway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nkle fractures. Methods: 76 patients with ankle joint fractures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research objects in the orthopedics department. After the fracture, the patient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pain. Before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the patients, the 7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as the control group by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 Observation group, 38 patients in each group, respectively use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orthopedic nursing clinical pathways, and compare their clinical effects. Results: Before taking care, the 
Fugl-Meyer scores and VA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at the same time,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Fugl-Meyer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78.33±5.28). Points, (1.24±0.23) 
poin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ata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Secondly,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mong the data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path of orthopedic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ankle joint fracture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it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motor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li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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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临床常见骨科疾病中，踝关节骨折比较有代

表性，在其骨折后会极大的影响患者肢体运动功能。

踝关节较小，但是其具有极强的承载能力，一般导

致踝关节骨折的原因多为强大外力，同时因踝关节

较小，无法在短时间内使外力得到缓冲，进而会导

致骨折[1]。临床上对于踝关节骨折多采用手术治疗，

在围术期内，护理人员要密切监控患者生命体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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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在手术复位并固定后对其实施针对性的护

理干预。骨科护理临床路径是当下较为科学且先进

的护理模式，对提升临床护理质量有积极作用，在

本次对照实验中，便探究了将骨科护理临床路径应

用于踝关节骨折中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组内共选取研究对象 76 例，收治时间为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9 月，经临床影像学检查，确诊为

踝关节骨折；且组内患者无精神类病史、意识模糊

等情况，患者及家属已在相关同意书中签字。在入

组后，将 76 例患者分配为了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和使用骨科护理临床路径的观察组，每组 38 例患

者。观察组中，包括 22 例男性和 16 例女性，年龄

在 27~69 岁，平均年龄（49.55±2.63）岁；对照组

中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8 例，最小年龄 31 岁，

最大年龄 77 岁，平均年龄（54.03±3.21）岁。对比

来看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于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有针对性的对患者实

施健康宣教、住院指导等。 
观察组应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骨科护理临

床路径。（1）基础工作：临床护理路径下，护理工

作的开展至关重要，护理人员应重视基础护理，协

助患者保持合适的卧位姿势，使其可以有一个舒适

的卧姿。同时，也应重视定时为患者更换体位姿势，

降低因血液循环不畅而导致的各种并发症[2]。（2）
健康教育：在踝关节骨折后，患者不仅伴随有剧烈

的疼痛感及肢体运动功能障碍，也会出现严重的负

面心理情绪，在其消极情绪的影响下，极有可能会

对护理工作产生消极影响。对此，护理人员要重视

这一问题，有针对性的为患者讲解关于踝关节骨折

及手术治疗的相关内容，还可为其播放相关康复训

练视频或典型康复案例，让患者能够尽可能的树立

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以此来缓解其心理压力，为

手术治疗奠定良好基础。（3）康复运动：在踝关节

骨折后，患者肢体运动功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护

理人员应结合患者实际气矿制定针对性的康复运运

动计划，且还应重点注意的是，要在康复运动前做

一些适当的热身运动，护理人员也要关注患者变化，

尤其是其耐受力、是否出汗等，以保障康复运动的

有效性。在手术完成后，更应重视康复运动，护理

人员应将根据患者的身体状态进行合理分期，如在

术后 3d 内尽可能为患者实施被动式康复运动，随着

患者身体的康复逐步将被动式康复运动转为患者主

动运动[3]。（4）术后护理：依然要重点关注患者的

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尤其是血压、心率、呼吸等，

做好记录。同时，要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护理

人员应严格按照规范化操作流程开展工作，以此来

提升护理安全性。 
1.3 观察指标 
选用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VAS 评分和患

者满意度作为实验观察指标。 
Fugl-Meyer 为运动功能评分法，最高分值 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患者肢体运动功能越优。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中的相关数据信息均需录入至 SPSS21.0

软件内进行分析处理，使用“±”标准差表示计量

资料，（%）为计数资料，以 t 或 X2检验作为检验

工具，使用（P＜0.05）表示数据间存在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见表 1） 
由表 1 可见，在采取干预前两组患者的护理效

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干预后两组患

者的运动功能和疼痛感均有改善，而应用骨科护理

临床路径的观察组改善情况更佳，（P＜0.05）。 

表 1 护理效果对比（分） 

组别 n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 VA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6 45.27±3.14 78.33±5.28 5.37±0.57 1.24±0.23 

对照组 36 45.31±3.09 63.25±4.24 3.19±0.31 3.12±0.39 

t 值  1.269 7.996 1.026 9.0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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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中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患者例数分

别为 21 例、16 例、1 例，满意度为 97.36%；对照

组中非常满意患者 19 例，满意 14 例，不满意 5 例，

满意度 86.84%，对比来看观察组满意度明显更高，

（P＜0.05）。 
3 讨论 
目前，踝关节骨折是常见骨折症状，风险性极

高，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一般是因强大

外力所导致，同时在术前会伴随有踝部红肿、疼痛

等症状，严重者甚至存在有皮下瘀斑问题。对于该

疾病的护理，临床上应采用更加有针对性的临床路

径，据其实际应用情况来看，临床护理路径较之常

规护理模式有较高的科学性、严谨性[4]。前文中提

到，在踝关节骨折后，患者肢体运动功能会严重下

降，同时疼痛感极强，如表 1 中所见，在采取干预

前，观察组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分、VAS 评分与

对照组间无较大差异，（P＞0.05）。骨科护理临床

路径的实施中，重点为患者实施基础护理、健康教

育、康复运动及术后护理等措施，再如表 1 来看，

在采取干预措施后，观察组患者的 Fugl-Meyer 运动

功能评分、VAS 评分分别为（78.33±5.28）分、（1.24
±0.23）分，反观对照组分别为（63.25±4.24）分、

（3.12±0.39）分，对比来看观察组患者改善情况更

优，（P＜0.05）。另外，骨科护理临床路径的实际

应用中也深入应用了人性化理念，得到了患者的认

可，如满意度调查中，观察组满意度高达 97.36%，

较之对照组 86.84%明显更高，（P＜0.05）。 
综上所述，在踝关节骨折患者护理工作中应用

骨科护理临床路径效果显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疼

痛感及肢体运动功能，应用价值极高，适宜在临床

上继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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