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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护理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功能恢复效果的影响 

吕 乐 

馆陶县中医医院  河北邯郸 

【摘要】目的 分析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实施系统性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和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我院于 2021
年 1 月到 2023 年 12 月 ，3 年内收治的 100 例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将所有患者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

组（50 例，使用常规方法护理）和研究组（50 例，实施系统性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在护理完成后的效果进行

收集和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后均取得一定效果，但研究组功能、活动度、疼痛和畸形评分均较对照

组更高，社会功能、物质功能、躯体功能和心理健康四项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实施临床治疗时，通过系统性护理干预可取得明显更佳的效果，可显著改善患者的

关节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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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on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patients undergoing hip replacement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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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systema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hip replacement.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hip replacement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3 years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nd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0 cases, u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study group (50 cases, implementing systema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nursing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Both group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but the scores of function, activity, pain and deformit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cores of social function, material function, physical 
function and mental healt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hip replacement, systemic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achieve 
significantly better resul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joint function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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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置换术是一种通过使用人工假体来替代受

损关节，以重建患者髋关节功能的治疗方法[1]。该手术

从最初的半髋关节置换逐渐发展到全髋关节置换，并

在骨性关节炎、股骨头坏死和创伤性关节炎等多种疾

病中得到了应用，特别是在促进髋关节运动功能恢复

方面表现出良好效果[2]。手术后，患者很容易遭受感染、

假体松动和静脉血栓等并发症[3]。由于患者术后制动的

影响，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自我效能都会受到影响。

术后的关节功能和康复锻炼效果皆不尽如人意[4]。因

此，加强围手术期的护理干预对于改善患者的预后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中，分析了对髋关节置换术

患者实施系统性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1 年 1 月到 2023 年 12 月，3 年内收治的

髋关节置换术患者 100 例。所有患者均出现了关节病

变等症状，并进行髋关节置换术治疗。将其按照护理方

法不同，分为对照组（50 例，男 22 例，女 28 例，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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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岁）和研究组（50 例，男 24 例，女 26 例，58.75
±6.23 岁）。 

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完全知情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也完

全知情，并批准研究。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髋关节置换术治疗，术后病情较

为稳定。在护理期间，对照组仅需实施常规护理，研究

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系统性护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 
1.2.1 常规护理 
对照组在治疗期间仅需实施常规方法护理，即在

术前进行健康知识普及、讲解治疗过程和预后情况、给

予患者生活指导等常规护理。 
①术前健康宣教。术前可以通过健康手册、影像视

频等形式进行术前健康宣教，让患者及家属对疾病知

识有一定的认知，了解手术治疗的具体流程和预后情

况。②术前检查。根据手术要求，协助患者进行各项术

前检查资料完善。在检查过程中，需要注意患者的情绪

变化，安抚患者的焦虑情绪，保证治疗计划的顺利推

进。③术后指导。建议患者在术后多卧床休息，提醒患

者小心假体脱落。指导患者在术后采用健康合理的饮

食和生活方式，同时进行常规的康复训练锻炼。 
1.2.1 系统性护理干预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系统性护理干

预，具体方法如下： 
①术前病情评估。在患者进行手术之前，根据手术

及护理需求对患者的下肢关节功能、肌力情况、步态类

型等内容进行全面评估。了解患者的个体情况和需求，

针对性地制定术后护理方案。同时关注患者的心理变

化，患者在手术进行之前可能会过度紧张，若发现患者

出现不良情绪，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疏导，提高患者对

于治疗的信心，增加治疗积极性，有效保证手术的治疗

效果和术后的护理效果，促进患者尽快恢复。 
②康复训练指导。早期康复训练是系统性护理的

重要内容之一。在患者手术结束的当天，外展患者的患

侧肢体髋关节保持在 15~20°的中立位置，或者可以使

用 T 型垫在患者的双腿内固定 1~3 天，垫高骨盆以防

止髋部弯曲，并对患者的足趾和足踝关节进行被动伸

缩训练；术前指导患者穿拖鞋行走，避免长时间站立导

致下肢肌肉拉伤。 
③按摩与冰敷。在患者术后进行按摩和冰敷，都会

对患者的疼痛症状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患者术后可

以对其百会、胆愈等穴位进行按摩，指导患者家属对患

者患肢的小腿腓肠肌和比目鱼肌进行按压，20min/次，

每日 2-5 次。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观察两组患者在护理后的关节功能和生

活质量。关节功能采用 Harris 髋关节功能评价，主要

针对功能、活动度、疼痛和畸形四项进行，分值越高代

表该患者关节功能越好，对两组患者评分进行对比分

析。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分量表（GQOLI-74）
进行评分，主要评价患者的社会功能、物质功能、躯体

功能和心理健康四项的得分，分值越高代表该患者生

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 和“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χ2 和%表示计数资

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对比 
分析显示，研究组和对照组在一般资料上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关节功能对比 
在对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后，研究组的功能评分、活

动度评分、疼痛评分和畸形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2.3 生活质量对比 
两组患者经过护理之后，自护能力均有所提高，研

究组自护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如表 3： 

表 1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对比[n,(%)， ] 

项目 研究组（50） 对照组（50） t/χ2 P 

年龄（岁） 58.75±6.23 58.54±5.84 0.174 0.862 

性别     

男 24（48%） 22（44%） 0.161 0.688 

女 26（52%） 28（56%） 0.161 0.688 

sx ±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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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关节功能评分对比（ ） 

组别 例数 功能评分 活动度评分 疼痛评分 畸形评分 

研究组 50 37.52±3.38 3.59±0.21 32.84±3.43 2.45±0.20 

对照组 50 28.89±3.60 2.14±0.45 24.89±4.20 1.79±0.45 

t - 12.358 20.647 10.367 9.477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 

组别 例数 社会功能 物质功能 躯体功能 心理健康 

研究组 100 83.54±6.24 86.15±6.02 85.24±7.16 72.74±8.10 

对照组 100 77.22±7.40 73.54±6.05 74.77±7.40 68.89±8.23 

t - 4.610 10.447 7.190 2.358 

P - 0.001 0.001 0.001 0.020 

 
3 讨论 
髋关节受损的发生对患者的关节功能和生活质量

都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针对髋关节受损的患者

最为常见的治疗手段即髋关节置换术，该治疗方式可

通过人造关节代替患者已功能丧失的关节，进一步促

进关节功能的康复[5]。该治疗方法现已在股骨头坏死、

骨性关节炎等疾病中广泛应用。但手术治疗对于人体

均存在一定的创伤，需要术后通过护理来保证良好的

治疗效果。部分患者术后可能因疼痛等不适症状影响

患者的护理依从性，以致患者身体恢复情况缓慢，手术

质量的康复效果较差[6]，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负面影

响。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寻找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

更为有效的护理方法是有重要价值的。当前在对髋关

节置换术术后患者实施临床护理时，常规护理是较常

见的护理方法，并且也能够取得一定效果[7-8]。 
而针对这一特点，系统性护理干预开始得到了较

多关注。在系统性护理中包含术前对患者进行下肢功

能的全面评估，以此为术后康复训练的制定提供针对

性依据，保证方案的合适度和有效性，而早期康复训练

的进行可以有效预防患者术后出现肌张力减弱和肌肉

萎缩[9]。术后护理期间对患者进行按摩和冰敷可以有效

降低患者的疼痛程度，冰敷还能有效降低血液流速，抑

制炎症的或酸，降低肢体的肿胀程度。通过系统性护理

干预的方式，可对患者在治疗和护理期间的关节功能

状态进行有效处理，从而较好改善患者在术后的生活

质量[10]。本研究也显示，通过对研究组患者实施系统

性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其关节的功能、活动度、疼痛

和畸形评分情况，并能够明显增加患者的社会功能、物

质功能、躯体功能和心理健康评分。系统性护理干预对

髋关节置换术术后患者是切实有效的。 
综上所述，在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实施临床治疗

时，通过使用系统性护理干预的方式，可显著改善患者

关节功能情况，尤其是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较

高临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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