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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证理念的康复护理在股骨骨折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张天芸 

启东市人民医院（南通大学附属启东医院）  江苏启东 

【摘要】目的 针对股骨骨折手术患者实施治疗，重点分析循证理念的康复护理方案的要点和成效。方法 针
对 80 例股骨骨折手术患者为对象，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10 月，按照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划分为两个组别，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指导，观察组为循证理念的康复护理，对比治疗成果。结果 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关节活

动情况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两组患者康复运动效能评分中，观察组在任务自我效

能以及应对自我效能评分上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最后，在关节功能康复总疗效中，观察组患

者优良率以 92.5%，高于对照组的 72.5%，差异显著（P＜0.05）。结论 采用循证理念的康复护理对于股骨骨折

手术患者，不仅改善了患者的关节功能，还提升了康复运动效能评分，值得推广。 
【关键词】循证理念；康复护理；股骨骨折手术 
【收稿日期】2023 年 3 月 11 日   【出刊日期】2023 年 5 月 15 日   【DOI】10.12208/j.cn.20230217 

 

Effectiveness of evidence-based rehabilitation car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femoral fractur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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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treat patients undergoing femoral fracture surgery, and focus on the key points and 
effectiveness of evidence-bas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program. Methods For 80 patients with femoral fracture surgery 
from January 2020 to October 2022,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group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 nursing guidanc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evidence-bas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nd the treatment resul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rom the data, the joint activ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efficacy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task self-efficacy and 
coping self-efficacy scores,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Finally, in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joint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the excellent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 which was higher than 72.5%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evidence-based rehabilitation care for the patients 
undergoing femoral fracture surgery not only improves the joint function, but also improves th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performance score,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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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骨折患者的发病多是在强大暴力下导致的，

且多见于青壮年群体。在治疗方式上，髓内针固定手

术室常见措施，其操作简单、创伤小，得到了业内的

认可[1]。同时，在骨折治疗中，要结合康复护理指导，

协助患者受伤部位早日愈合，并恢复功能运动情况，

这就需要结合循证医学下的抗护理，指导患者提升康

复运动效能水平，加强患者的自我锻炼意识和能力。

循证护理以寻找证据为基础，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综

合的分析病情，在明确患者护理需求基础上促使医护

工作开展更科学、更有效[2]。鉴于此，针对 80 例股骨

骨折手术患者为对象，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10 月，按照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划分为两个组别，对结

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针对 80 例股骨骨折手术患者为对象，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10 月，按照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划分

为两个组别，观察组女性 24 例，男性 16 例，年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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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是 20-65 岁，平均年龄 40.12±7.33；对照组中男性

19 例，女性 21 例，年龄范围是 20-64 岁，平均年龄

40.01±8.34 岁。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无明显差异，资料

可比（P>0.05）。 
纳入标准：①患者愿意将个人治疗数据用于临床

研究；②患者具有清晰的自我认识，在与医护人员沟

通中并无障碍且具有成年人的理解能力；③病历完整

真实无隐瞒。 
排除标准：①患者伴有认知障碍或伴有精神病既

往病史；②治疗期间依从性差；③患者由于个人原因，

以选择中断治疗或转院治疗。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指导，对患者讲解疾病知识，

协助其进行各项检查，并关注其情绪变化，给予心理

疏导。配合手术医师完成围术期各项操作指导，特别

是用药护理，疼痛护理以及生活饮食护理等。 
观察组为循证理念的康复护理，成立干预小组，

由主治医师、护士长、责任护士共同组成，要加强对

责任护士的专业技能培训，对股骨骨折的诱因、手术

方案、康复要点、重点指标进行说明，并集中讨论康

复护理方案。在开展流程上，第一确认循证问题。通

过关键词可在网上搜索文献，针对专家学者的已有研

究进行分析，关注康复运动效能、负面情绪、术后疼

痛等不同方面的改善措施。第二，制定护理方案，结

合护理经验、循证调研结果得出具体措施。加强对患

者的健康教育，列举早日康复锻炼的重要性，以及生

活指导中的要点，可引导患者逐步建立康复信心。在

早期功能锻炼中针对伤口情况、疼痛情况做出评估，

在条件允许下开展锻炼，如下肢肌肉按摩、踝部被动

运动，结合术后不同阶段有不同锻炼要点。在术后 1-2
天主要是足背伸运动，3-5 天过渡到直腿抬高，一周后

则增加站立、行走，2-4 周则结合复查结果进行辅助下

的负重训练等[3]。第三，制定心理护理方案，关注患者

的情绪波动，以及由于疼痛、活动不便引起的负面情

绪，鼓励患者通过个人兴趣转移负面情绪，如看书、

听音乐等。第四，院外指导，即患者出院后依然可以

关注公众号、患者群，及时了解康复知识，提出个人

问题。 
1.3 评价标准 
对比患者的关节活动情况，主要记录关节疼痛度

以及关节屈伸活动。 
调研将对比患者的康复运动自我效能感量表

（SER）情况，涉及两大维度，分别是任务自我效能

和应对自我效能，两者一共包含 12 个条目，每个条目

的得分在 0-10 分之间，分数高则说明康复效能水平高。 
对比患者的关节功能康复疗效率，其中优秀则为

患者的患肢活动正常，未见显著性疼痛，活动能力基

本不受限制。良好则为患者的患肢活动正常，但仍然

存在一定活动限制，伴有轻度疼痛。差则为患者的活

动受到影响，伴有疼痛感。 
1.4 统计方法 
SPSS 23.0 处理数据，t 作用是：检验计量资料，

其表现形式是（x±s），χ2 作用是：检验计数资料，

其表现形式是[n（%）]。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关节活动情况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者关节活动情况优于对照

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关节活动情况对比分析（x±s，分） 

组别 
关节疼痛程度 关节屈伸活动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40） 7.80±0.99 5.78±1.10 105.30±12.35 117.31±12.90 

观察组（n=40） 7.65±1.23 4.10±1.22 103.45±18.49 123.99±12.98 

t 0.454 2.345 1.902 5.980 

p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康复运动效能评分 
同时，两组患者护理后的康复运动效能评分中，

观察组患者在任务自我效能以及应对自我效能评分上

分别为（33.59±3.63）分和（43.61±4.52）分，高于

对照组（30.11±3.15）分和（40.10±4.19）分，差异

显著（P＜0.05）。 
2.3 对比两组患者关节功能康复总疗效 
最后，在关节功能康复总疗效中，观察组患者优

良率以 92.5%（37/40），高于对照组的 72.5%（29/40），
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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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股骨骨折患者有局部疼痛、肿胀、畸形的情况，

如果不及时对患者的病情做出分析，采取有效干预，

则会引起神经损伤、大出血，甚至是股骨头坏死，这

些问题都会加重患者病情[4]，对生活质量造成极大影

响。在治疗中，多采取髓内钉内固定手术，有助于患

者骨折部位的早日愈合，同时可缓解患者病痛，在术

后也要开展规律的、科学的运动锻炼，保障康复效果[5]。 
多数股骨骨折患者缺乏疾病的知识，在康复运动

上更是存在盲区和错误认知，需要护理人员加强健康

教育宣讲，帮助更多患者提升治疗疗效。康复运动效

能则是个体对自我执行康复运动行为的评价，直接体

现了个人对预期结果的自信程度，也会对康复运动行

为造成影响[5]。故而，在科学的护理指导下应当重视患

者的功能康复训练，提升康复运动效能。在传统的护

理工作中，缺乏对该手术形式的重点关注和特殊性分

析，导致患者在康复期间以被动形式进行配合[6]。随着

护理理念的延伸，循证护理、康复护理都得到了推崇

和应用，在循证护理理念下对患者实施指导，可以提

供不同类别的锻炼形式，患者的选择余地增加[7]。 
值得一提的是，在循证护理理念下，可以为患者

提供先进的、专项的护理指导，以患者的实际需求为

出发点，以可行、有依据的护理方案进行整合，提升

了护理服务的全面性。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

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观察组患

者关节活动情况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同时，两组患者康复运动效能评分中，观察组

评分上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最后，

在关节功能康复优良率中，观察组高于对照组。由此

可见，在一系列护理措施中，如健康宣教、心理护理、

康复锻炼等方案的实施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加快了患

者的血液循环，有助于机体各项功能的恢复。有学者

在调研中提出[8]，对护理工作进行改进，是实现良性循

环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我国护理事业水平不断提升。

在考虑患者、医院大环境、护理人员能力的基础上推

进治疗，也使得我院康复管理的各项工作得到十足的

进步[9]。整体而言，每位患者的治疗中都可能出现不同

类别的问题，要实施相应的护理对策解除危机[10]。 
综上所述，采用循证理念的康复护理对于股骨骨

折手术患者，不仅改善了患者的关节功能，还提升了

康复运动效能评分，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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