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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静互补平衡论的康复护理在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术后

功能锻炼中的应用效果

李 玲，陶 静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摘要】目的 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功能锻炼中应用基于动静互补平衡论的康复护理的效果。方法 本次研

究所选取对象为 2022年 9月至 2023年 8月间我院采用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治疗的患者，一共在此阶段患者中选取

98例并划为对照、观察组，分别应用常规护理模式及基于动静互补平衡论的康复护理。最终患者康复情况差异、

关节功能改善情况以及出现并发症的概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康复各项情况时长上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两组患者护理后，关节功能评分 ROM、HSS评分均提升，功能恢复较好，同时 ROM 评分降低，

HSS评分提升，且观察组两项评分均明显更好差异明显（P<0.05）；且观察组在并发症发生情况上也显著对于对

照组（P<0.05）。结论 基于动静互补平衡论的康复护理在术后功能锻炼中的应用对于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而言，

提高了恢复的效率，缩短了一些首次进食、下床等时间，同时关节功能改善情况更好，并发症预防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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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based on dynamic static complementary balance theory in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exercise of patients with total knee replacement

Ling Li , Jing T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ynamic static
complementary balance in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exercis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ethod The
subjects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wer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otal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2 to August 2023. A total of 98 patients in this stage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observation groups. The nursing mod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while the nursing mod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ynamic static complementary balance.
Differences in final patient rehabilitation, improvement in joint function, and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postoperative first meal, urination, getting out of bed, straight leg elevation,
and total hospital sta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nursing care for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the joint
function scores ROM and HSS were improved, and the function recovery was bet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ROM score
decreased, and the HSS score increas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scores in both items, and the
degree of recover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fter more
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lso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ynamic and static complementary balance in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exercise has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recovery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shortened some first time eating, getting out of bed, and
improved joint function, resulting in better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 Keywords 】 dynamic static complementary balance theory; Rehabilitation care;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unctional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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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关节置换术是一种周围没有重要神经、血管

影响，致残率低，入路安全的用于治疗晚期骨性等手

段之一[1]。全膝关节置换的病人大都是老年人[2]，此类

患者往往还存在一些其他的疾病，需要在开展手术前

全面检查评估 [3]。手术疗效及术后康复功能锻炼对于

患者恢复都十分关键[4]，部分患者因术后锻炼不积极甚

至出现了肢体的废用，因此要做好患者术后功能锻炼

的康复护理[5]。本次研究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功能锻

炼中应用基于动静互补平衡论的康复护理的效果，具

体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所选取对象为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8
月间我院采用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治疗的患者，一共选

取 98例并划为对照、观察组，分别为常规护理模式、

基于动静互补平衡论的康复护理。所选取的患者为单

膝患病、第一次采用该治疗方式治疗，排除了有重大

基础性疾病或重要器官功能异常的患者，均自愿参与

并签署了同意书。对照组 49例，男 20例，女 29例，

年龄 51～77岁，平均（65.22±4.03）岁，类风湿关节

炎 18例，膝关节骨关节炎 31例；观察组 49例，男 19
例，女 30例，年龄 52～78岁，平均（65.45±4.26）岁，

类风湿关节炎 19例，膝关节骨关节炎 30例。患者性

别、年龄、疾病种类等信息上无明显差异（P＞0.05），

满足研究的可比性要求。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护理模式为常规护理模式，做好患者

病房卫生清洁、整理、通风，温度、患者情况确认等，

术后予以一定简单的功能锻炼康复指导。

观察组护理模式应用基于动静互补平衡论的康复

护理：（1）康复锻炼基本原则：在康复训练护理引导

过程中一定要以适宜患者的强度为准，要做到规律运

动、坚持锻炼，强度循序渐进，动静摇互补；（2）小

组成立、方案制定：在患者术后第一时间针对患者术

后康复护理成立专门小组，小组成员必须要包含科室

主任 1名，3名护士长以及 4名护理人员，要结合现有

最新参考资料、工作经验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初步拟

定方案，在后续开展护理过程中适时调整优化；（3）
功能锻炼动静区分：以动静结合为原则，手术后患者

康复锻炼以动为主导，静为辅，并再讲运动细化为局

部锻炼以及全身锻炼；①静态锻炼为捏拿疗法，就是

对患肢的皮肤进行捏拿起来，重复，同时可以配合音

乐全身心逐渐的放松身体肌肉；②动态锻炼主要是在

患者术后满足训练条件时，展开踝泵训练、股四头肌

等长收缩训练、创伤髋外展屈髋屈膝训练，训练中要

注意结合呼吸一起进行，固定组数和次数；同时动态

训练还包括患者站立、行走、需要锻炼部位的肌肉训

练等；②护理实施步骤：患者术后可以先予以按摩以

达到血液循环的目的，早期训练以简单的肌群训练为

主，随着护理的发展逐渐调整为患肢的训练，要对时

间、频次进行约束控制，既要达到锻炼目的又不可超

过患者可承受范围；后期逐渐可以加入离床包括站立、

行走等训练；一定要注意锻炼强度的调整，在锻炼中

还可以辅助以五行音乐，要做好引导和监督工作，要

观察患者面色等变化，对于存在异常的及时问，有明

显的不适感的要立刻停止休息；（4）并发症预防护理：

勤换洗床单或是使用充气床垫以预防压疮等情况，对

于患者肺炎等感染要做到定时调整患者体位，拍背、

指引患者呼吸等，还要多饮水以避免泌尿系统出现感

染；对患者的饮食也要进行干预，以高蛋白、纤维为

主，同时辅以肚子按摩。（5）心理护理：患者术后康

复锻炼中容易出现消极、懈怠情绪，因此要对患者心

理情况做好定期的评估，多与患者沟通，针对出现的

心理上的问题采用针对性心理干预，以缓解患者情绪。

1.3观察标准

1.3.1患者康复情况差异

对患者术后首次进食、排尿、下床以及直腿抬高

所花费的时长以及总的住院时长。

1.3.2关节功能改善情况

对两组患者的关节功能在护理干预前后分别采用

ROM、HSS 进行评分，ROM 用于对患者关节活动度

的评估，以 100 作为满分，分越低，活动度越大；而

HSS评分是对膝关节的疼痛、活动度、肌力、功能、

屈曲畸形、不稳定六个方面对关节的功能进行评价，

总分仍旧是 100 分，分值越高，功能情况越好，大于

85分为恢复良好患者。

1.3.3并发症的概率

比较出现伤口感染、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

关节积液、下肢深静脉血栓并发症的概率。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检验，并以（χ±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患者康复情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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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各项情况恢复所需时长上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关节功能改善情况

护理干预前，ROM评分观察组为（65.76±11.87）
分，对照组为（65.52±11.94）分，对比得出（t=0.099，
P=0.921），HSS 评分观察组为（40.34±8.31）分，对

照组为（40.52±8.54）分，对比得出（t=0.106，P=0.916）；
干预后 ROM 评分观察组为（6.88±1.62）分，对照组

为（2.23±0.65）分，对比得出（t=18.648，P=0.001），

HSS 评分观察组为（ 70.08±7.59）分，对照组为

（58.94±6.85）分，对比得出（t=7.6271，P=0.001），

两组患者两项评分均改善，同时观察组改善程度明显

更高，差异明显（P<0.05）。

2.3并发症的概率

观察组中仅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关节积液

各有 1 例，共 3 例占比 6.12%，对照组伤口感染、关

节积液、下肢深静脉血栓、肺部感染各 2例，泌尿系

统感染 3例，共 11例占比 22.45%，观察组并发症出现

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是现代随着技术进步逐渐发展

起来的新技术[6]。此项手术有效，但是人工假体有使用

寿命的[7]。全膝关节置换术后需要患者及时系统的展开

康复功能锻炼，需要合理选取锻炼方式[8]。

常规护理中保障了患者基本的护理需要，但是护

理中不全，仅重视身体上的训练，考虑不到位；基于

动静互补平衡论的康复护理中，注重心神与形体的动

静协调，并将动、静又进一步划分为局部的、全身的，

此处的动是绝对状态而静是一种相对的状态，无形中

运动心神的动静辅助肢体情况，可以有效达到气息互

补的目的。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积极

性更高，锻炼康复信心更好，提高自我效能，促进了

恢复，提高了关节功能改善情况，更好预防了并发症。

基于动静互补平衡论的康复护理在术后功能锻炼

中的应用对于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而言，提高了恢复

的效率，缩短了一些首次进食、下床等时间，同时关

节功能改善情况更好，并发症预防效果更佳。

表 1 患者康复情况差异（χ±s）

组别 例数 首次进食时间（h） 首次排尿时间（h） 首次下床时间（h） 直腿抬高时间（h） 住院时长（d）

观察组 49 1.54±0.28 11.59±2.95 27.87±5.29 28.62±7.89 10.09±1.58

对照组 49 4.34±0.86 34.28±5.77 40.36±7.15 17.76±4.29 15.54±2.48

t - 21.671 24.509 9.83 8.465 12.974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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