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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患者的慢性伤口及难愈伤口护理 

强 艺 

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骨科六病区  北京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骨科患者的慢性伤口及难愈伤口的护理效果及措施。方法 选取我院 2020.3-2021.3
月期间收治的 113 例骨科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n=56）与观察 组（n=57），
对照组仅接受临床常规性骨科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护理基础之上额外加用优质护理，对比两组患者伤口愈合

时间、住院时间、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及负性情绪改善情况。结果 经对比，观察组伤口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低

于对照组（P＜0.05）；经对比，观察组生活质量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经对比，观察组负性情绪改

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针对骨科临床患者的慢性伤口及难愈性伤口，为其应用综合护理更能加速

伤口的愈合，有助于缩短患者群体的住院时间，并提高患者群体的生活质量，改善其负性情绪等，值得在临床治

疗中进行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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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paedic patients with chronic wounds and refractory woun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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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measures of chronic wounds and refractory 
wounds in orthopedics patients. Methods 113 cases of orthopedic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to 
March 2021.3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56)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57).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clinical routine 
orthopedic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dditional high-quality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wound healing time, hospital stay, quality of life and negative emo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wound healing time and hospital st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By comparison, 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By comparison, the improvement of negative emo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For the chronic and refractory wounds of orthopedic clinical patient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n accelerate the wound healing, help to shorten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mprov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and so on,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in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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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交通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在为民众

带来了便利与效率的同时，也导致骨折人数激增，因

此在现代社会，骨科疾病已经属于是多发病及常见病

了。现代医疗技术已经可以为骨科患者提供科学系统

的治疗及护理，但是因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骨折

患者容易出现慢性伤口及难愈性伤口，甚至有些患者

还会出现感染不良的问题，因此在我国民间一直都流

传着“伤筋动骨一百天”的说法，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骨科疾病康复的缓慢。对骨科患者而言，如果创口不

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愈合，必将加大患者伤口感染的概

率，不利于患者身体健康的恢复，对患者的日常生活

及工作学习也会造成影响[1-2]。鉴于此，本次研究将以

我院 2020.3-2021.3 月期间收治的 113 例骨科患者为本

次研究对象，旨在探究、分析骨科患者的慢性伤口及

难愈伤口的护理效果及措施，现将研究结果整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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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3-2021.3 月期间收治的 113 例骨科

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分

为对照组（n=56）与观察组（n=57）。对照组男女比

例 30：26，年龄区间为 18~65 岁，平均年龄为（34.12
±3.54）岁，其中肩胛骨骨折 7 例、肋骨骨折 19 例、

骨盆骨折 21 例、踝骨骨折 9 例；观察组男女比例为 33：
24，年龄区间为 18~66 岁，平均年龄为（35.87±3.87）
岁，其中锁骨骨折 11 例、肩关节脱位 10 例、膝关节

半月板损伤 18、肱骨干骨折 18 例。两组间一般资料等

对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可进行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仅接受临床常规性护理措施，指导患者根

据临床医嘱严格执行康复条例，定期对患者的康复情

况进行评估，满足患者合理的需求。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护理基础之上再接受优质护理

措施： 
（1）开展系统完善的术前护理措施。患者入院后，

相关护理人员应热情、主动地进行接待，并为患者介

绍医院内部环境，告知患者及家属热水房、护士站等

位置，缓解患者因疾病而出现的压力，积极与患者进

行沟通，鼓励患者说出心中顾虑及治疗疑惑，针对患

者提出的问题给予正面回复，用通俗简单的语言向患

者说明临床治疗方案的主要步骤。在正式开始手术治

疗前，需对患者实施心电图监测，同时还要密切关注

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的变化情况，对患者创口表明分泌

出来的物质进行清理，掌握患者的病情，为其实施针

对性处理。从临床治疗的情况分析，多数骨科患者都

会因为疼痛、身体不适等问题而出现情绪大幅波动的

情况，因此在术前护理中必须为其实施心理护理，可

为患者开展针对性较强的心理护理措施，帮助患者正

确宣泄自己的情绪，并引导患者家属多与患者进行沟

通与交流，利用亲人的鼓励为患者构建安全感强的心

理防线，帮助患者建立对医疗团队、临床治疗方案的

信心，与患者之间建立牢固的医患、护患关系，提高

患者在后续护理过程中的依从性； 
（2）为患者提供细致的术中护理措施。在手术治

疗过程中必须全程密切监测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变化

情况，为患者做好相应的保暖护理，避免患者因为长

时间的躯体暴露而出现低温症； 
（3）为患者实施系统的术后护理措施。术后护理

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伤口护理中，首先医护人员要对患

者的伤口愈合情况进行评估，比如评估患者伤口的渗

液量、周围皮肤状态等，而纱布的更换频率要根据患

者的伤口渗液情况来确定。纱布敷料的选择要根据患

者伤口的具体情况来进行选择，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敷

料为康惠尔泡沫敷料、清创胶及多爱肤敷料等。其次，

要注意更换无菌纱布敷料时的手法，在更换之前必须

先对伤口进行有效清洁，主要是以浓度为 0.9%的氯化

钠溶液来进行冲洗，清创手法可将自溶清创与机械清

创方法进行结合，机械清创的优势在于可以对患者的

坏死组织进行清理，而自溶清创则更适用于不便于进

行机械清创处理的创口，所谓的自溶性清创即指应用

少的清创胶及与银离子敷料，对伤口外层进行覆盖，

等到患者的坏死组织得到有效软化后再利用机械清创

手法对坏死组织进行处理。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创口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采用海

外学者编制的自评式生活质量（SQLS）对两组患者的

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进行评估，该量表是由 30 个问题组

成，每个问题分数为 0-4 分，分为 3 个不同分量表即

心理社会量表、动力及精力量表、症状与副作用量表，

三个量表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则说明患者生活质

量越差，在调查过程若患者文化程度较低或其他原因

无法理解量表内容，则需由医护人员逐项为患者进行

讲解，协助其完成；（4）采用 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
焦虑自评量表（SAS）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抑郁焦虑情绪变化，表内共有 20 个项目，每个项目分

值为 1~4 分，分数越高则说明抑郁、焦虑情况越是严

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

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χ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创口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对比 
经对比，观察组伤口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低于

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对比 
观察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2。 
2.3 两组负性情绪改善情况对比 
经对比，观察组负性情绪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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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创口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对比（ x ±s） 

组别 n 创口愈合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 56 22.33±4.24 30.65±6.32 

观察组 57 12.23±3.24 14.87±3.34 

t  14.102 16.635 

P  0.001 0.001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对比（ x ±s，分） 

组别 
心理社会量表 动力及精力量表 症状和副作用量表 

入组前 入组后 入组前 入组后 入组前 入组后 

对照组（n=56） 26.59±17.45 22.15±15.59 40.25±14.57 35.26±9.59 29.65±14.98 24.58±15.45 

观察组（n=57） 27.45±17.59 14.56±14.51 41.15±13.59 24.15±8.56 28.95±15.46 15.58±14.59 

t 0.261 2.679 0.339 6.499 0.244 3.184 

P 0.795 0.008 0.734 0.001 0.807 0.002 

表 3 两组负性情绪改善情况对比（ x ±s，分） 

组别 n 
焦虑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 

入组时 治疗后 入组时 治疗后 

对照组 56 53.46±6.25 49.45±5.48 59.65±6.51 52.15±5.15 

观察组 57 53.21±5.45 42.15±4.15 58.45±6.15 49.19±4.29 

t  0.227 7.992 1.007 3.322 

P  0.821 0.001 0.316 0.001 

 
3 讨论 
3.1 关于慢性伤口及难愈性伤口的医学概论 
在骨科临床治疗中，慢性伤口与难愈性伤口都比

较常见，而在研究学界及临床应用工作中也有学者认

为，慢性伤口就是难愈性伤口。慢性伤口的医学概念

为：身体所出现的伤口无法在正常愈合时间内顺利愈

合，且呈现出了持续性的炎症情况。从治疗的情况来

看，慢性伤口的类型相对较多，比如压力性溃疡、动

脉性溃疡、创面性溃疡等[3]。 
导致临床患者出现慢性伤口或难愈性伤口的诱因

是比较多的，不仅多且这些成因都比较复杂，分析其

原因主要是因为与慢性伤口的形成有着较为密切的联

系，患者如果本身就存在静脉功能不全、全身性疾病、

外伤瘢痕等问题，那么在骨科治疗中就有可能出现慢

性伤口。针对慢性伤口的治疗，必须要做到“因地制

宜”，换言之就是要根据患者病因来选择恰当的治疗方

式，对病因进行处理有助于促进创面的愈合，而在后

续的临床护理中，更强调要为患者及时更换敷料，并

对已经坏死的组织进行及时的清除，从而更好地确保

伤口的干净，加快组织的愈合速度[4]。 
在专业领域认为，伤口愈合是局部组织通过再生、

修复、重建进行修补的一种病理及生理过程，这三个

阶段在实际治疗过程中都是可以相互重叠发生的。伤

口的愈合成效及速度与伤口局部组织内部是否有足够

的氧分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伤口局部

组织内部的氧分压是促使伤口愈合的必不可少的关键

性因素，人体多项生理功能都需要在氧分压的环境下

进行。而伤口局部组织内部的氧供来源则主要依赖于

毛细血管中氧气的弥散。骨科患者在接受了手术治疗

后，其微血管将因为手术治疗而受损，极有可能形成

微血栓，一旦形成了微血栓，局部毛细血管的间距就

会被拉大，将导致氧气的弥散距离增大 10 倍左右，因

此针对一些可能出现慢性伤口或难愈性伤口的手术患

者，都需要在临床治疗中利用氧分压驱送氧气到患者

的伤口中，避免伤口变成慢性伤口或难愈性伤口，促

使患者术后尽快康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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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常规护理与优质护理之间的差别 
随着临床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护理工作

在临床治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护理工作的

重要性可与治疗方案比肩。通过科学系统的护理方案

将提升患者在康复期间的恢复质量与速度，自近代起，

大量的临床病例都佐证了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性与不

可替代性。然而，面对患病人数激增的现状，医疗资

源始终是有限的，为了提高临床治疗工作的周转率，

加大护理工作的效率，临床上必须为同类型疾病的患

者提供统一的护理操作，这种迫于护理压力而衍生的

护理方案就如同现代化工厂里的“流水线”，这种“流水

线”式护理只能为患者提供基础的护理措施，无法针对

患者群体出现的心理问题、伤口问题及病情变化等作

出更为全面有效的干预性护理，因此常规性护理对骨

科患者出现的慢性伤口或难愈性伤口很难起来明显的

护理成效[7-8]。而在本次研究中，其结果提示观察组伤

口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

察组生活质量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

组负性情绪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这一结

果从侧面印证了优质护理在骨科患者慢性伤口及难愈

性伤口中的干预成效，说明为骨科患者应用更为完善、

系统的优质护理措施更有助于患者伤口的愈合及身心

的康复，明显加快了患者的康复进程。 
综上所述，针对骨科临床患者的慢性伤口及难愈

性伤口，为其应用综合护理更能加速伤口的愈合，有

助于缩短患者群体的住院时间，并提高患者群体的生

活质量，改善其负性情绪等，值得在临床治疗中进行

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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