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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创伤骨折患者急性疼痛护理管理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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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四肢创伤骨折患者急性疼痛护理管理的方法。方法 研究时间设定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此期间收治的 100 例四肢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实

验组采用急性疼痛护理管理，对比应用效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依从性优于对照组，且经过护理干预后，疼痛

程度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四肢骨折的患者来说，缓解疼痛是提高舒适度的

关键，急性疼痛护理能够有效帮助患者降低痛感，改善患者的不良心态，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从而起到提升治疗

效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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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acute pai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 of limbs. 
Methods the study time was set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100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cute pain nursing management.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degree of pai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 pain relief is the key to improve comfort. Acute pain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help patients reduce pain, improve their bad mentality, and improve their compliance, so as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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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意外事故或者受到外力重击后非常容易导

致创伤性骨折发生，四肢创伤性骨折是临床比较常见

的骨科疾病，该病发生后除了会出现骨骼的损伤以及

行动能力受限等情况，急性疼痛是四肢创伤性骨折最

常见的症状表现。如果没有对其进行正确的干预使疼

痛持续发生，非常容易引起骨筋膜炎、静脉栓塞、肢

体肿胀以及皮肤压力性损伤等情况，对后续的治疗带

来非常多的不良影响[1-6]。针对此类情况采用急性疼痛

护理管理，能够有效帮助患者缓解疼痛，降低患者出

现的紧张、恐惧、烦躁等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7-9]。本研究我院收治的四肢创伤性骨折患者采

用急性疼痛护理管理，并对其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报

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设定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此期

间收治的 100 例四肢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0 例，其中对照组男 30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45.18±8.34）岁；实验组男 32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45.36±8.42）岁，一般资料无显著

差异，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遵医嘱为患者采用药物镇

痛，并进行用药护理，为患者的切口进行定期消毒，

给予患者抗感染护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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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组： 
实验组接受急性疼痛护理管理，具体为： 
①根据患者发生骨折的位置、损伤程度以及治疗

方法等，对患者进行全面的健康教育，使患者对自身

的病情有正确且深入的了解，避免患者随便猜测引起

负性情绪，告知患者可能会出现的疼痛以及并发症等

情况，叮嘱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提高整体

的治疗效果。 
②根据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综合评估，并给予有

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引导患者将自身的负性情绪

积极宣泄出来，多与患者进行交流，以提高患者对护

理人员的信任程度，将治疗成功的案例作为心理疏导

的内容，帮助患者树立治疗的信心，降低患者的紧张、

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 
③每位患者其对疼痛的敏感程度有所不同，根据

患者的不同痛感以及耐受程度选择合适的镇痛药物来

帮助其减轻痛苦，用药之前告知患者镇痛药物可能对

其产生的影响，告知患者尽量减少镇痛药物的使用剂

量将其不良反应降至最低。除了用药进行缓解之外，

可以采用分散患者注意力的形式来帮助其减轻痛苦，

适当为患者播放一些影片、音乐或为体患者提供一些

书籍等娱乐项目，帮助患者转移注意力，释放压力，

从而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 
④适当结合中医的方式帮助患者缓解疼痛，例如，

采用耳穴压豆、骨伤治疗仪、艾灸以及穴位按摩等方

式，通过中西医结合的形式帮助患者减轻痛苦。 
1.3 观察指标 
（1）对比治疗依从性。（2）对比疼痛评分（VAS）
和护理满意度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整理，计量资

料用（x ±s ）来表示，计数资料运用卡方来检验，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对比治疗依从性 
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2.2 对比疼痛评分（VAS）和护理满意度评分 
实验组疼痛程度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 P＜0.05。 

表 1 对比治疗依从性（n/%；例）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度 

实验组（n=50） 29/50（58.00%） 18/50（36.00%） 3/50（6.00%） 47/50（94.00%） 

对照组（n=50） 21/50（41.00%） 19/50（38.00%） 10/50（10.00%） 40/50（80.00%） 

χ2值 - - - 4.0000 

P 值 - - - 0.0455 

表 2 对比疼痛评分（VAS）和护理满意度评分（ x ±s/分） 

VAS 
组别（n=50） 

治疗前 治疗后 
护理满意度评分 

实验组 7.89±1.44 3.66±0.87 95.23±2.04 

对照组 7.63±1.57 5.03±1.13 90.19±5.47 

t 0.8630 6.7928 6.1045 

P 0.3903 0.0000 0.0000 

 
3 讨论 
四肢创伤性骨折发生之后患者会出现比较剧烈的

疼痛，不但影响其身体的恢复，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也

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对患者进行急性疼痛护理管理能

够快速且高效的缓解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积极且准确的健康教育能够让患者对自己的受

伤程度有正确的了解，并明确自身所接受的治疗方式，

通过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帮助患者减轻负性情绪，

使患者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正确配合医护人

员的治疗和护理，促使自身更加快速的恢复[10-16]。根

据每个患者对疼痛的敏感度和耐受度选择适合的镇痛

药物以及药物的使用剂量，在减轻患者疼痛的同时，

避免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4]。除了用药之外，可以同时

结合分散患者注意力的形式来帮助其缓解痛苦，避免



秦雪娇，申屠妙丹，阮璐瑶，徐佳婷，吕娜，单微微                     四肢创伤骨折患者急性疼痛护理管理的方法研究

- 87 -

患者产生烦躁、焦虑等情绪，使其治疗受到影响。随

着中医的不断发展，中西医结合的形式也成为临床比

较常用的方法之一，针对患者的疼痛，选择适合的中

医手段进行辅助缓解，能够起到联合舒缓的作用，同

时还可以帮助患者调解局部血液循环，改善患者的临

床症状，加速患者的恢复[17-20]。实验组患者的依从性

优于对照组，且经过护理干预后，疼痛程度低于对照

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对于四肢骨折的患者来说，缓解疼痛是提

高舒适度的关键，急性疼痛护理能够有效帮助患者降

低痛感，改善患者的不良心态，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从而起到提升治疗效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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