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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训练在四肢骨折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徐晓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研究早期康复训练在四肢骨折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1 年 01 月－2022 年 01
月到本院治疗四肢骨折的患者 120 例，按照不同的护理方式分作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实
验组肢体功能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手术方式均为有创治

疗方式，会给机体造成较大的创伤。而将早期康复训练方式引入，可有效改善其肢体功能和生活质量，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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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limb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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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limb 
fractur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120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limb fun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urgical methods are all invasive treatment methods, which will cause great trauma to the body.The 
introduction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its limb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can be 
used. 

【Keywords】Ear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Limb fractur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pplication effect; Limb score 
 
四肢骨折病症在临床中患病概率较高，主要为骨

结构出现连续性中断，致使骨折出现的因素包含：交

通意外、高空坠落以及重物砸伤等等问题。骨折患者

一般需尽早地接受手术治疗，而不同的手术方式对疾

病治疗的效果有所不同。但不管是运用哪一种手术方

式，都为有创手术，会给机体造成较大的创伤。为了

能够将其不适症状缓解，降低其疼痛感，需给予对应

性的护理服务[1-5]。诸多学者认为，将早期康复训练引

入，可改善患者四肢骨折的症状。基于此，本文将分

析早期康复训练在四肢骨折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 年 01 月－2022 年 01 月到本院治疗四肢

骨折的患者 120 例，按照不同的护理方式分作实验组

和对照组。实验组年龄 11-78 岁，平均年龄（46.16±

4.28）岁；对照组年龄 10-78 岁，平均年龄（46.14±
4.24）岁，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包含：加强巡视，积极鼓励

患者下床运动。遵医嘱实施运动训练。 
（2）实验组 
患者接受早期康复训练干预，具体为： 
①心理护理：一方面，病情评估。明确患者的病

况与手术的耐受性，对其脏器功能针对性评估。对出

现肢体肿胀和疼痛的患者，需考量其是否会出现深静

脉血栓，尽可能地早诊断与预防。另一方面，病情观

察。了解患者骨折位置肤色、温度、肿胀度、麻木感

以及足背的动脉强弱性。间隔一小时左右对骨折位置

的血运状况加以评估，若是出现异常，需针对性处理。

需要对患者的情绪进行综合性的评估，并根据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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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从而促使患者

心情舒畅、充满信心，更为主动地进行锻炼，实现康

复。 
②疼痛护理：引导患者掌握与学习放松锻炼方式，

使得患者可配合和积极地参与到深呼吸训练中。按照

从头部至足部顺序，依次的对其全身的肌肉放松，将

其心理上的杂念排除。将每次的放松训练控制在十五

分钟左右，每天需接受一次以上训练，进而使得其出

现的明显疼痛感被有效缓解。在必要状况下，可遵医

嘱给予其镇痛药物亦或是助眠药物辅助支持干预。  
③康复训练护理：在手术之后的当天，护士需对

其血供状况、切口情况以及肢体的肿胀情况进行检测。

在麻醉消退之后，辅助患者翻身，尽可能地满足患者

舒适度，按时的协助患者对术肢按摩。在手术之后的

第一天，患者伤口位置肿胀全部消除之后，需引导其

实施关节被动的功能训练。开展被动训练的时候，需

对训练的力度进行适宜的控制，保障训练量和角度可

以合适。在手术之后的 2~7 d，护士可以依照患者的患

肢恢复状况，指导其开展关节的屈伸肌肉收缩训练和

主动训练。在手术之后的一周，可引导其患肢训练。

在手术之后的两周到三周，需每天定时的解除固定，

使得患者在不负重状态下开展主动运动。在其主动运

动之后，再次的固定。在手术之后的四周到六周可依

照其恢复的状况，将固定解除，辅助患者开展负重训

练[6-12]。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肢体功能评分：上肢Fugl-Meyer、下肢Fugl-Meyer ；

生活质量评分：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感功能、生

理功能、社会功能。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

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行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肢体功能 
实验组肢体功能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分析生活质量 
实验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 1 肢体功能评分 （x±s/分） 

上肢 Fugl-Meyer 下肢 Fugl-Meyer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60） 10.47±5.64 15.88±6.42 10.30±4.63 15.87±6.32 

实验组（n=60） 10.50±5.59 22.02±5.34 11.55±4.72 24.02±6.39 

t 值 0.0293 5.6954 1.4644 7.0242 

P 值 0.9767 0.0000 0.1457 0.0000 

表 2 生活质量评分（x±s/分） 

组别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情感功能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对照组（n=60） 6.39±1.21 6.32±1.37 6.22±1.25 6.47±1.53 6.38±1.43 

实验组（n=60） 8.41±1.19 8.29±1.31 8.22±1.59 8.35±1.18 8.24±1.48 

t 值 9.2197 8.0503 7.6597 7.5368 7.0008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现阶段，对四肢骨折治疗中，一般会运用手术治

疗方式，受到侵入手术方式影响，患者在手术之后比

较容易出现伤口感染并发症、肢体肿胀并发症和肠胃

道功能紊乱并发症等等，使得其健康和康复速度受到

较大的影响。此次研究中，对实验组内患者实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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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通过心理护理、疼痛护理以及康复训练等

等，可改善其肿胀的程度，降低其疼痛感，加速创面

恢复速度，将其临床症状，改善其生活质量[13-14]。 
此次研究中，分析两组护理效果。发现，实验组

肢体功能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其中实验组患者

上肢 Fugl-Meyer 评分为 22.02 ±5.34/ 分、下肢

Fugl-Meyer 评分为 24.02 ±6.39/ 分；实验组生活质量

（躯体功能评分为8.41±1.19/分、角色功能评分为8.29
±1.31/分、情感功能评分为 8.22±1.59/分、生理功能

评分为 8.35±1.18/分、社会功能评分为 8.24±1.48/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早期康复训练可在四肢骨折患者中运用，

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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