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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在膝骨关节炎患者关节功能恢复中的价值 

孟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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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以康复护理对膝骨关节炎病患施护，对促进其关节功能尽快恢复的干预意义。方法 试验

者是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在医院治疗的膝骨关节炎病患数量共计 70 例，采取随机信封法均分组，将 35 例

接受常规护理的病患设为对照组，另一组设为观察组，病患数量为 35 例，采用康复护理，比对组间康复效果及

满意度差异。结果 观察组病患疼痛程度评分、膝关节功能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优于对照组病患，P＜0.05；观察

组病患总满意率为 94.29%，显著高于对照组 74.29%，P＜0.05。结论 以康复护理进行干预，可减轻病患疼痛感，

改善其生活质量及膝关节功能，同时还能起到提升其满意度目的，适宜基层医院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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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joint function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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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significance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to promote their joint function recovery as soon as possible.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70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from April 2021 to April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by random 
envelope method. 35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ther group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as 35. Rehabilitation nursing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pain degree, knee joint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29%,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4.29%, P < 0.05). Conclusio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patients' pain,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knee joint function, 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It is suitable for grass-roots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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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骨关节炎属于临床常见疾病类型，好发生在老

年人中，大多是由于骨关节发生退行性病理改变所致，

临床表现以跛行、关节活动受限及肿痛等为主，治疗

措施包括手术及保守疗法，病情严重者一般以手术方

式施治，可有效减轻病患痛苦，并辅以有效护理，对

改善其预后起着积极意义[1-2]。本试验目的是分析以康

复护理对病患施护的意义，现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对象是 70 例膝骨关节炎病患，分组方式为随机信

封法，对照组：年龄最高 78 岁，年龄最低 42 岁，均

龄 60.78±5.62 岁，男 25 例，女 10 例，患病时间最长 8
年，最短 3 年，均值 5.04±0.82 年；观察组：年龄分布

及均龄 40 岁至 80 岁（61.42±6.78 年），男女病患数量

各 22 例及 13 例，患病时间及均值 3 年至 9 年

（5.72±0.89 年）。对组间基础资料展开分析后发现，P
＞0.05，证实试验可对比，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按照医师要求做好用药指

导、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等；观察组采用康复护理，

措施为：（1）饮食方面：指导病患确保每日饮食清淡，

进食一些富含丰富钙质类食物，以此来促进骨质正常

代谢；合理摄入蛋白质，不可进食肥腻、高甜及海产

品类食物，避免加剧关节炎性症状，且还需戒酒；

（2）心理方面：主动与病患进行交流沟通，耐心倾听

其主诉，了解病患疑惑与负性情绪，根据其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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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针对性的疏导，以此来缓解病患压力；可借助向

病患讲解疾病知识、治疗措施等内容，增强其认知的

同时，还能起到提升病患依从性的作用；（3）功能锻

炼：①股四头肌收缩：开始时缓慢进行收缩，在完全

收缩后散尽权力，维持 5s 后放松 5s，每组练习 15 次

至 20 次，每日进行 3 组至 4 组练习；②直腿抬高，在

坚持 15s 至 30s 后，放下进行 5s 休息后再抬起，每组 15
次至 20 次，每日 3 组至 4 组；③站立位屈膝：体位取

站立位，将双腿一前一后进行屈膝练习，包括八卦掌、

太极步等；④踮脚：跖屈 5s 后放松 5s，将一屈一伸作

为 1 次，每组 15 次，3 组~4 组/日。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康复效果，对比指标：a.疼痛程度，选以视

觉模拟评分法，总分 10 分，分越高反映疼痛感越剧烈；b.
膝关节功能，选以Lysholm 评分法，主要包括行走能力、

肿胀压痛、关节休息痛/运动痛等指标，总分 100 分，

得分与膝关节功能呈正比；c.生活质量，选以生活质量

健康见表，100 分为总分，生活质量随得分增加反映更

高； 
（2）满意度，对比指标：a.不满意，评分未超过 60

分；b. 基本满意，评分在 60 分至 84 分之间；c. 满意，

评分超过 84 分，选以纽卡斯尔护理满意度量表，总分

95 分，得分与满意度呈正比。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的分析选以统计学软件（版本为

SPSS22.0），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以卡方值/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以 t 值检验，分析

后显示组间和（或）组内数据值 P＜0.05，代表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康复效果 
表 1 显示，观察组各项康复指标优于对照组，P＜

0.05。 
2.2 满意度 
表 2 显示，观察组基本满意及满意例数总和高于

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康复效果（x±s，分） 

疼痛程度 膝关节功能 生活质量 
组别 例数 

施护前 施护后 施护前 施护后 施护前 施护后 

对照组 35 5.04±0.91 3.65±1.12 58.54±5.41 72.12±4.78 62.82±6.15 80.87±6.07 

观察组 35 5.12±0.87 2.87±0.75 58.06±5.32 80.87±2.05 62.74±6.02 88.24±4.05 

t 值 - 0.376 3.423 0.374 9.953 0.055 5.975 

P 值 - 0.708 0.001 0.709 0.000 0.956 0.000 

表 2 对比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35 9 15 11 26（74.29） 

观察组 35 2 20 13 33（94.29） 

χ2值 - - - - 5.285 

P 值 - - - - 0.022 

 
3 讨论 
目前，临床对于膝骨关节炎疾病的治疗，主要采

取理疗及应用止痛剂，目的是为了缓解病患症状及确

保关节正常体征，并辅以有效护理干预，以此来促进

膝关节尽快恢复正常功能[3-4]。康复护理作为有效护理

措施之一，在具体护理服务工作中，经结合病患具体

情况，围绕着整体康复的治疗目标，熟练配合医师操

作，可实现减轻病情，帮助病患尽快恢复关节功能，

利于得到理想康复效果，促进其尽快返回社会及家庭。

本次试验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施护后疼痛评

分较低、膝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评分较高，且施护满

意率较高，通过对病患提供康复护理，结合其病情予

以相应护理干预，经实施心理疏导，可显著缓解或消

除病患不良情绪，增强其主动配合性；经结合病患病

情展开各项康复训练，可帮助其关节功能尽快恢复，

利于促进病患康复，应用意义较高[5-17]。 
综上所述，将康复护理应用于膝骨关节炎病患护

理中，所得到的护理效果确切，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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