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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伤口护理程序在慢性伤口护理中的实施效果观察

张 兰，邸 鑫，苑敬辉

唐县中医医院 河北保定

【摘要】目的 观察标准化伤口护理程序在慢性伤口护理中的实施效果。方法 研究时间选择在 2021年
5月-2022年 5月，研究对象为此期间我院收治的慢性伤口患者 88例，随机将其平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采用标准化伤口护理程序，对比分析应用效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以及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且伤口的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 标准化伤口护理程序能够

降低患者发生负性情绪的概率，使其能够更加高效的配合医护人员，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进而缩短伤口的

愈合时间，降低患者的痛苦，保持良好的护患关系，提升整体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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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standardized wound care procedures in chronic wound care

Lan Zhang, Xin Di, Jinghui Yuan

Tang Coun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oding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tandardized wound care procedures in chronic wound care.
Methods the study time was from May 2021 to may 2022. 88 patients with chronic wou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tandardized wound nursing
procedur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complianc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wound healing time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tandardized wound care procedures can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enable them to more effectively cooperate with medical staff, improve
patients' compliance, and then shorten the wound healing time, reduce patients' pain, maintain a good nurse 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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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伤口是因为患者受伤之后其伤口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感染等现象，使伤口在愈合的过

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进而使其愈合时间加长，

大多数伤口超过 2个星期都没有完全愈合，压疮、

静脉溃疡等都是比较常见的情况。这种伤口的创面

生长到一定程度或者某一个阶段后就会出现停滞的

现象，出现长期不愈合的情况，为患者带来比较严

重的痛苦，对其正常生活也会带来诸多的不良影响
[1-2]。针对此类患者采用高效的伤口护理干预是帮助

其恢复的关键，标准化伤口护理程序为患者制定有

针对性的护理计划，并将护理的内容以更加具象的

通过标准程序执行，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

时候按照这一模式进行操作，不能够随便遗漏和更

改护理步骤，使患者的护理效果更加稳定。这种护

理模式能够使护理质量得到提升，加速伤口的愈合，

降低患者的痛苦，从而使其满意度得到提升[3-4]。本

研究对我院收治的慢性伤口患者采用标准化伤口护

理程序干预，并分析报道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选择在 2021年 5月-2022年 5 月，研

究对象为此期间我院收治的慢性伤口患者 88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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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将其平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44例，对照组

男 25例，女 19例，平均（46.26±8.47）岁；实验组

男 24例，女 20例，平均（46.75±8.69）岁，一般资

料无显著差异，P＞0.05。
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对患者的伤口进行

综合分析，做好伤口的评估和处理，对照患者存在

的风险进行干预，观察并记录患者的伤口变化，给

予患者用药指导、生活指导等。

1.2.2实验组

实验组采用标准化伤口护理程序，具体：（1）
建立慢性伤口管理档案，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伤

口局部评估信息、全身评估信息等，每次进行护理

前后留下伤口的影像资料，记录患者伤口的信息，

有专人进行归档和管理。（2）评估伤口的详细信息，

包括伤口的类型、大小、渗液情况、有无气味、是

否出现潜行或者窦道、颜色变化、伤口边缘状态以

及周围皮肤状态等，如果有必要可以采用多学科合

作的形式对伤口做明确的诊断评估。在进行伤口护

理之前与前一次伤口处理后的情况进行对比，了解

患者的恢复情况，以便及时对其护理方案进行调整。

（3）根据患者伤口的实际情况对其创面的护理需要

进行确定，找到伤口护理的重点和难点，并制定有

针对性的阶段性护理计划和护理目标，要求护理人

员按照护理计划执行护理操作。（4）观察伤口的愈

合情况，如果伤口出现了明显的感染现象，要先使

用碘伏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完成后使用生理盐水清

洗伤口。清创的方式可以选择机械清创或者保守型

利器清创。按照伤口帮助患者选择适合的湿性敷料，

渗液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吸收性比较强的亲水

纤维或者泡沫敷料，如果有必要可以对患者做进一

步的伤口负压治疗。（5）给予患者全面的护理干预，

制定饮食计划和运动计划，指导患者按照计划完成，

给予患者高效的健康指导，使其对治疗和护理的方

式有全面的了解，保持良好的护患关系，使患者充

分的信任护理人员，提高患者的依从性。针对患者

出现的不良心态进行心理疏导，主动告知患者伤口

的恢复情况，可以为患者提供一些相似病例治疗成

功的案例，为其树立治疗的信心，促使其积极的配

合医护人员的工作。检查患者的凝血功能，了解患

者在治疗期间是否服用相关抗血小板类药物，遵医

嘱暂停用药，并且及时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清创期间

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6）对

于可以出院居家护理的患者进行高效的出院前指

导，认真演示伤口的处理方式和更换敷料的方式至

家属完全掌握，指导家属正确记录患者伤口的变化

情况，可以采用照片记录患者每次换药的变化。定

期进行随访，要求家属将照片及时通过微信发送至

护理人员，以便了解患者的恢复情况。

1.3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2）对比伤

口的愈合时间。（3）对比依从性。

1.4统计学分析

将所有研究数据纳入 SPSS24.0 软件，通过

（x±s）表示 t值检验；通过率（n/%）表示χ2值检

验，判定统计学差异的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对比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护理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44） 31/44（70.45%） 11/44（25.00%） 2/44（4.55%） 42/44（95.45%）

实验组（n=44） 23/44（52.27%） 13/44（29.55%） 8/44（18.18%） 36/44（81.82%）

χ2 - - - 4.0615

p - - - 0.0438

2.3对比伤口的愈合时间

将两组患者伤口的愈合时间进行统计学分析，

具体如下：

实验组外伤性溃疡患者愈合时间为（17.50±7.3
1）d，术后切口延迟愈合患者的愈合时间为（23.42

±6.95）d，压力性损伤患者愈合时间为（26.35±7.46）
d；

对照组外伤性溃疡患者愈合时间为（21.80±8.4
d，术后切口延迟愈合患者的愈合时间为（28.12±10
.85）d，压力性损伤患者愈合时间为（31.49±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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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两组患者伤口的愈合时间对比结果为：外伤性

溃疡患者愈合时间为（t=2.5597，P=0.0122），术后

切口延迟愈合患者的愈合时间为（ t=2.4196，
P=0.0176），压力性损伤患者愈合时间为（t=2.0073，
P=0.0479），实验组患者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P＜
0.05。

2.4对比依从性

将两组患者依从性进行统计学分析，具体如下：

实验组 44例患者当中完全依从的患者为 24例
（54.55％），部分依从的患者为 16例（36.36％），

不依从的患者为 4例（9.09％），总依从度为 90.91％，

共 40例患者。

对照组 44例患者当中完全依从的患者为 18例
（40.91％），部分依从的患者为 15例（34.09％），

不依从的患者为 11 例（25.00％），总依从度为

75.00％，共 33例患者。

两组患者依从性对比结果为： χ2=3.9379，
P=0.0472，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慢性伤口的患者因为其恢复速度比较慢，会对

其正常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显著降低，

与此同时，大多数患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情

绪，对患者的依从性带来较多影响，使其治疗效果

以及伤口的恢复速度受到影响。针对此类患者采用

标准化伤口护理程序干预，通过全面且系统的护理

方式来提高患者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使其

保持良好的状态接受治疗[5]。标准化伤口护理程序

干预通过更加统一的标准要求对患者进行护理操

作，给予患者更加有计划、有目标的护理干预，对

加快患者伤口的愈合有非常重要促进作用。为患者

建立档案，能够帮助护理人员规范其护理工作的每

一个步骤和流程，提高整体的护理质量[6]。对伤口

的情况做出详细的评估，能够更加准确的帮助患者

进行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了解患者的每次伤口的

愈合情况能够明确护理方式是否有效，以便及时调

整护理计划。阶段性的护理目标制定能够使护理方

式的灵活性更高，更加贴合患者的短期恢复情况，

保证患者每个不同的阶段获得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

护理。为患者选择合适的清创方式和敷料，使伤口

的恢复效果更加理想，加快伤口的愈合[7]。给予患

者高效的心理干预和健康指导，使其依从性提升，

能够高效的配合护理人员的工作，降低风险事件的

发生。给予可以出院进行家庭护理的患者充分的出

院前指导，使其回家以后也能够正确的进行自我管

理和照护[8-9]。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依从性

均高于对照组，且伤口的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P
＜0.05。

综上所述，对烧伤患者加强健康教育能够使其

对自身疾病的治疗和护理有充分的了解，缓解患者

的不良情绪，提升患者的依从性，从而起到提高患

者的治疗效果和促进患者恢复的作用，进而提高患

者对护理人员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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