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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创伤性骨折患者负性情绪的作用分析 

王 娟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探究创伤性骨折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预对其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 46 例创伤性骨折患者取自

本院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期间，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其中参考组采取常规护理，实验组

在上述基础上采取心理护理，每组 23 例。以焦虑、抑郁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评价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护理前两组

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差异小（P＞0.05），护理后实验组显低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考

组（P＜0.05）。结论 创伤性骨折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有助于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提升其满意度。此种

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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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s. Methods 46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s were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care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with 23 patients in each group. Evaluat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wo groups 
based on anxiety, depression scor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difference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was small (P>0.05), and after nurs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s can help 
alleviat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This metho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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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骨折是一种在临床上相当普遍的外科问

题，通常是由于严重或剧烈的身体伤害引发的[1]。这种

伤势通常相当严重，并且常常伴随着休克和低氧血症

等并发症，在严重情况下，有可能对患者的生命构成威

胁。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反应对于创伤性

骨折的医治和康复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为此，

抽取 46 例创伤性骨折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探究创伤

性骨折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预对其负性情绪的影响。

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46 例创伤性骨折患者取自本院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期间，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

其中参考组采取常规护理，实验组在上述基础上采取

心理护理，每组 23 例。其中参考组男性占比 56.52%
（13/23），女性占比为 43.48%（10/23），年龄最小 21
岁，最大 63 岁，均值范围（42.12±2.35）岁。实验组

男性占比 52.17%（12/23），女性占比为 47.83%（11/23），
年龄最小 22 岁，最大 62 岁，均值范围（42.65±2.14）
岁。两组资料对比差异小（P＞0.05）。 

1.2 方法 
1.2.1 参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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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的各项指标予以密切

观察，为其做好手术相关护理，同时给予其疼痛、饮食、

药物及生活等护理干预。 
1.2.2 实验组 
本组在上述基础上采取心理护理干预，方法见下

文： 
（1）建立信任关系：在心理护理干预中，与患者

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医护人员需

要以亲切、和蔼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患者，用真诚的关心

和温暖的笑容消除其紧张情绪，使其感受到如同家人

一般的温暖。同时，医护人员应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通过精湛的操作技术和对病情的准确判断，赢得

患者的信任和尊重。 
（2）情绪疏导：情绪疏导是心理护理干预的核心

工作之一。医护人员需要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和担忧，

认真理解其痛苦和困扰，用真诚的关心和体贴入微的

询问安抚其情绪。针对患者的情绪反应，医护人员应提

供专业的解释和指导，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病情、治疗过

程和预后，从而减轻其焦虑和恐惧。 
（3）认知重构：认知重构是心理护理干预的关键

环节。医护人员应引导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模式，让其

认识到骨折是暂时性的身体损伤，通过及时的治疗和

康复训练是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同时，医护人员要鼓

励患者积极参与康复过程，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如进行

适当的功能锻炼、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等。 
（4）行为训练：行为训练是心理护理干预的重要

手段之一。医护人员应指导患者进行一系列的行为训

练，如深呼吸、放松训练等，以缓解紧张和焦虑情绪。

此外，医护人员还要指导患者进行正确的康复训练，预

防肌肉萎缩和关节僵硬，促进骨折部位的愈合和恢复。 
（5）家庭支持：家庭支持在心理护理干预中起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医护人员应鼓励患者家属积极参与

康复过程，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家庭的理

解和支持能够对患者的康复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同

时，家属的参与还能够增进医患关系，提高医疗服务的

整体质量。 
1.3 观察指标 
1.3.1 负性情绪情况 
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情况采取 SDS、

SAS 量表进行评价，分数越高，则负性情绪越严重。 
1.3.2 护理满意度 
使用自制的满意度问卷表对两组的护理满意度进

行了解。等级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及不满意。计算方

法：（非常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取 SPSS 23.0 软件对本次研究数据予以

处理。其中负性情绪情况为计量资料，采取（ x ±s）表

达，以 t 检验；护理满意度为计数资料，以（%）表达，

以（χ2）检验。若结果 P＜0.05，表示两组对比差异有

统计学含义。 
2 结果 
2.1 两组负性情绪对比 
表 1 显示，护理前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差异

小（P＞0.05），护理后实验组显低于参考组（P＜0.05）。
组内护理后相比较护理前明显降低（P＜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表 2 显示，实验组护理满意度（100.00%）高于参

考组（65.22%）（P＜0.05）。 

表 1  两组负性情绪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焦虑 抑郁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23 57.65±2.12 33.45±3.25a 63.23±3.45 38.76±2.16a 

参考组 23 56.45±3.23 46.56±4.56a 62.36±3.67 44.23±3.45a 

t - 1.489 11.228 0.828 6.444 

P - 0.143 0.001 0.411 0.001 

注：与护理前对比，aP＜0.05。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 23 15（65.22%） 8（34.78%） 0（0.00%） 100.00%（23/23） 

参考组 23 11（47.83%） 4（17.39%） 8（34.78%） 65.22%（15/23） 

χ2 - 1.415 1.804 9.684 9.684 

P - 0.234 0.179 0.00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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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创伤性骨折是指由于外力直接或间接作用导致骨

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中断，从而引起局部疼痛、肿胀、功

能障碍等症状的骨骼损伤[3]。患者在受到创伤后，由于

骨折带来的疼痛和不适，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恐惧和无

助感[4]。这种心理状态可能会持续存在，影响患者的日

常生活和情绪状态。其次，创伤性骨折通常是由于意外

或突发事件导致的，患者可能会经历突如其来的疼痛、

恐惧和不安[5]。这种突发的伤害不仅会给患者带来身体

上的痛苦，还可能对其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导致患者

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此外，患者在接受治疗和

康复过程中，可能需要长时间卧床或进行限制性的活

动。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可能导致患者产生孤独、无

助和沮丧等情绪。同时，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如手

术风险、康复效果等，也可能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和焦

虑感。因此，对于创伤性骨折患者，除了给予必要的医

疗治疗外，还应关注其心理状态，提供适当的心理支持

和干预措施，以帮助患者缓解情绪问题、减轻心理压

力，更好地应对骨折带来的挑战[6]。 
本次研究中对创伤性骨折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

预，结果显示，护理前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差异小

（P＞0.05），护理后实验组显低于参考组（P＜0.05）。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考组（P＜0.05）。提示心理

护理的效果相比较常规护理更好。笔者认为，创伤性骨

折通常由外力作用导致，如车祸、高处坠落等，不仅给

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疼痛，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负性情绪。

这些负性情绪不仅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影响

他们的治疗配合度和康复效果[7]。因此，对创伤性骨折

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心理护理干预

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评估和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例如，

护理人员会针对患者的心理变化，提供情感支持和安

慰，鼓励他们多与人沟通，宣泄内心情绪。同时，还会

通过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程度，改变不良

行为，促进早日康复。此外，护理人员帮助患者建立良

好的护患关系，维护其自尊心，提高治愈疾病的信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可能因个体

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应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护理干预方案，以达到最

佳效果[8]。 
综上所述，创伤性骨折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预能

够有助于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提升其满意度。此种方

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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