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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在髌骨骨折术后康复的应用现状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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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髌骨在膝关节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髌骨骨折患者术后功能锻炼尤为重要。常规的髌骨

骨折术后康复方法在临床使用中效果不佳，很多学者亦在该方面进行了探索，这些年各领域开始普遍应用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本文就 IMB 模型在髌骨骨折术后的健康教育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外髌

骨骨折术后康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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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tell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vement of the knee joint, so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exercis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patients with patellar fractures.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methods 
after patella fracture are not effective in clinical use. Many scholars have also explored this aspect. In recent years,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 skills model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B model after patella frac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of patella frac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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髌骨为人体最大的籽骨，为膝关节的一大构成,

对膝关节具保护效应，可提升股四头肌力，具伸直

膝关节功能[1]。髌骨主要通过增加股四头肌扭矩来

推动膝关节伸展，以保护髌骨关节并辅助维持膝关

节稳定性，在膝关节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但

这些年在日渐发展的建筑业与运输业影响下，髌骨

骨折病人数量不断提高。髌骨骨折后可对膝关节产

生直接影响，伤后骨折的具体处理，与日后膝关节

机能活动息息相关，同时对病人今后平时生活和工

作产生直接影响。本文主要就髌骨骨折术后康复中

IMB 模型的应用进行综述。 
1 髌骨骨折术后功能康复的重要性和现状 

1.1 髌骨骨折术后功能康复的重要性 
髌骨骨折在临床较为常见，多由直接性或间接

性暴力导致。现今髌骨骨折主要应用以切开复位内

固定（ORIF）术为主，辅以保守疗法的治则。然因

骨折与手术方面的因素，髌骨骨折术后病人易见皮

下淤血、膝关节肿胀、关节腔感染、关节积液、疼

痛等并发症，对膝关节机能康复锻炼不利，严重时

可引发重度并发症，诸如膝关节僵硬等[3]。髌骨骨

折术后有 3.6%的几率会出现膝关节功能障碍。四肢

骨折大多合并肌肉、相关肌肉与血管、韧带、关节

组织与肌腱受损，直接引发运动机能障碍、疼痛、

局部肌肉挛缩，还有因循环障碍引发的若干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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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25%的病死率，同时正向相关于年龄因素[4]。故

在髌骨骨折治疗方面，术后康复发挥着十分关键的

作用。王国新等[5]通过逐步回归分析与其屈膝功能

恢复可能相关的若干因素发现，关节 制动时间负向

相关于 1 个月、3 个月后屈膝机能恢复，可见早期

康复的必要性与关键性。骸骨骨折术后开展规范化

机能锻炼对淋巴、静脉回流具促进作用，可帮助减

轻疼痛、消肿。收缩股四头肌时，肌肉绷紧产生自

体坚实外固定，对骨折端对位对线有利。肌肉收缩 
可提高血运速度，促进关节内滑液分泌，对软骨营

养具改善作用，对关节机能恢复有利。 
总之，规范系统的康复治疗用于髌骨骨折术后

病人，对膝关节机能恢复具促进作用，护士应开展

系统、科学的处理与护理，使病人不仅可掌握有关

知识，消除不良心理，提高治疗的依从性与主动性，

同时开展积极的机能训练，可极大有助于并发症发

生率下降与机能恢复。 
1.2 髌骨骨折术后功能康复的现状 
在临床上，髌骨骨折术后患者的功能康复过程

需要多个团队协作帮助患者完成，其中发挥比较重

要作用的包括医生、护士、康复医师、患者本身、

照护者等。其它国家采取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即

对于各自的行为与责任范围，医护双方皆认可并接

受，病情双方保持科学分工、互相协作、信息交换、

紧密联系的一类可靠的合作行为[6-8]。首次需要骨科

医生针对患者手术情况以及术后恢复情况进行病情

判断，从而给出康复指导，并帮助患者进行循序渐

进的康复。在医师的指导下，护理人员完成健康指

导，并辅助开展康复训练。一些具条件的医院或病

人由康复科医师负责系统的康复锻炼。其次，患者

和其照护者要根据医护人员的指导进行自我管理，

根据计划进行康复锻炼。 
其中张旭明[9]等临床研究证明，髌骨骨折手术

治疗后适时进行股四头肌提髌运动，可起到预防髌

股关节面的粘连作用。王晓霞[10]等通过早期下床直

腿、行走训练，防止了肌肉萎缩、今后活动时病肢

肿胀，可有利支撑后期机能恢复。林妙艳等[11]研究

表明微波理疗配合手法松解及结 CPM 进行功能训

练具有缓解粘连、软化瘢痕以及促进骨折愈合的作

用，有效恢复膝关节功能。陈榆龙等[12]研究的中药

外洗方有破中有补、扶正祛邪，共奏活血散瘀、除

湿消肿、温经通络的功效，能更好地恢复膝关节功

能。 
在髌骨骨折术后患者的康复护理方面，髌骨骨

折患者的康复护理应从心理及机体两方面入手, 心
理正确认知方可促进患者积极配合,不同时间点的

康复练习亦有不同的侧重入手[13]。有学者[14]应用循

证护理的方法，找到髌骨骨折康复护理的多级别证

据进行系统整理，为患者制定康复计划、在护士指

导下进行系统的康复锻炼。有护士[15]基于本组病人

性别、年龄、固定途径、骨折类型等确立科学的个

性化训练方案。病人股四头肌肌力显示良好恢复,膝
关节运动幅度皆在 90°以上，膝关节机能恢复正常，

3 名老龄病人对功能训练配合欠佳，造成膝关节机

能障碍。 
1.3 髌骨骨折术后功能康复的影响因素 
常规康复训练常因患者不耐受疼痛而拒绝主动

运动，长时间制动会导致膝活动度受限，长期下去

甚至会引起膝关节僵硬，这是髌骨骨折术后较难解

决的棘手问题。经研究证实，术后制动会导致肌肉

萎缩与关节囊韧带缩短，还会造成关节营养异常，

滑液不足，关节粘连，关节腔变小。而李越颖等[16]

研究证明常规康复锻炼因可导致疼痛感及需长期坚

持等因素，导致患者的治疗态度受到影响，表现为

锻炼依从性降低的情况，严重影响到患者的锻炼效

果，甚至影响到预后。因此功能训练前减轻病人心

理压力，在术后早期功能训练中期心理干预发展着

核心作用[17]。 
临床医师应基于病人不同心理特点，实施相应

途径消除其不良心理，使其明确治疗的必要性与所

行疗法的优势，使其焦虑紧张心理减轻，调动病人

积极因素配合治疗，从而增强疗效。并主张针对病

人不同心理，向患者说明锻炼的意义及重要性，増

强其信心，使病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利于伤肢功

能的恢复。 
还有一部分病人因对锻炼的知识缺乏，从而对

主动及被动锻炼均有抵触心理，进而影响康复锻炼

的疗效。因此，护理人员需要给予患者足够的知识

和信息作为支持，同时可以运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

和方法对患者进行干预，则会增强患者康复锻炼的

信心，减轻焦虑恐惧情绪，提高依 从性。 
2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骨折术后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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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ERAS）[18]的理论支撑为循证医

学，有效联合外科、护理与麻醉，使病人住院天数

减少，使其康复速度极大下降，使病人满意度提升。

该理念的引入为髌骨骨折术后快速康复提供了更为

有效的途径。吴珂等[19]通过组成快速康复小组，进

行术前健康教育，术前禁食禁饮，术后早期活动，

功能锻炼，针对患者采取个性化心理护理等方式不

仅加速术后患者康复的速度，降低术后并发症，同

时使病人住院舒适度显著改善，提升其住院时的就

医感受。但由于术后康复训练指导过于笼统，患者

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缺乏动机，缺乏对治疗的积

极性和依从性，故缺乏显著的功能锻炼效果。所以，

关于髌骨骨折术后功能训练，应继续探索更具有效

性与科学性的干预途径。 
3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的应用 
3.1 IMB 模型的产生与发展 
1997 年 fisher 等提出 IMB 模型，认为与行为改

变相关的因素由信息、动机与行为技巧这 3 方面构

成。信息是特定健康行为相关的知识，与之相对应

的决策，是特定健康行为改变的前提，动机分为个

人动机和社会动机两方面，个人动机指包括对特定

健康行为的信念及态度；社会动机包括社会对健康

行为的支持或具有社会规范性的一种特殊行为，也

是是执行特定健康行为所必需的技能。 
相较于加速康复外科康复侧重于健康行为相关

知识的宣教，缺乏引起健康行为的动机，患者在治

疗过程中缺乏积极性及主观能动性，从而影响患者

对功能康复依从性，不利于康复训练。IMB 模型刚

好补充了加速康复理念中的不足。该模型从影响行

为改变的因素出发，目标人群不仅需要了解疾病与

健康行为的信息，还需要了解自身的需求，社会的

回应及相关政策产生改变行为的动机，让目标人群

从内在心理和外在的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健康行

为产生积极的态度，最后通过医务人员及社会给予

的支持来实施健康行为的举措，教会目标人群如何

在社会及生活中维持健康行为。 
3.2 IMB 模型在国内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国内很多学者验证了 IMB模型的有效性及可行

性。相关研究者范成友[20]等在基于 IMB 模型的护

理干预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减轻 2 型糖尿病患者因疾

病导致的负面心理情绪，提高了治疗效果，使得血

糖控制效果得到强化；同时提高患者自我健康管理

能力。杜敏[21]等分析 IMB 模型的延续护理影响脑卒

中病人照顾人员的状况，结果显示 IMB 模型的延续

性护理可提高脑卒中患者照顾者的照顾准备度及积

极感受，减轻生理、心理、社会及经济等方面的负

担，缓解照顾负面情绪，提升脑卒中病人的护理水

平，对比 2 组干预后的 SAS、SDS 评分，发现皆存

在明显区别（P<0.05）。汪月红[22]等在基于 IMB 模

型在改善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中的应用探讨中结果

显示观察组遵医行为依从性高于对照组，经过 3 个

月的干预，在 SF-36 评分上，较对照组偏高，可见

以 IMB 模型为基础的护理应用，可使冠心病（CHD）

病人遵医行为得到极大改善，使其 QOL 提升。研究

者宋浚扬[23]等通过该模型对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

患者健康状况和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行健康宣教，研

究对象为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9.04至 2020.04期
间治疗的 180 名绝经后 OP（骨质疏松症）病人，平

分入对照组、观察组，对比双方的社会功能、躯体

功能、生命力、心理健康、情感角色评分与总分，

发现 IMB 模型的健康指导的应用，能够使研究对象

的健康状况与 QOL 获得有效提升。刘敏等[24]认为基

于 IMB模型的综合护理干预可提高产妇盆底疾病认

知及盆底锻炼自我效能水平,提升产妇对盆底肌肉

训练技巧的掌握率,增强产妇锻炼依从性,改善盆底

锻炼行为,优化产后盆底功能康复。 
3.3 IMB 在骨科临床的应用 
目前 IMB模式在慢病，心脑血管病，妇科病[21-24]

等方面均有研究,而髌骨骨折的术后功能锻炼这方

面研究有所欠缺，尚且无法满足患者全面康复的需

要。张瑶瑶[25]等在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功能康复

中的应用进行验证，选取 108 例初次行单侧全膝关

节置换术的患者,按照入院时间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 54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的功能锻炼指导和

健康教育,试验组除常规功能锻炼的方式外,实施以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为基础的康复锻炼护理方

案。结果：术后 4 周、6 周,试验组患者膝关节功能

锻炼依从性评分、HSS 评分、社会支持评分、一般

自我效能均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由此模型能够提升病人功能锻炼依

从性、社会支持度与自我效能水平，使病人膝关节

机能得到改善。张金芳等[26]学者对膝关节镜术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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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 IMB模型的康复护理，收集两组研究对象术前、

出院时和术后 1 个月的 Lysholm 膝关节评分、膝关

节活动度、膝关节康复知识得分、KOOS 评分,并测

评出院时和术后 1 个月康复锻炼依从性,应用 SPSS 
21.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论基于 IMB 模型的膝

关节镜术康复护理方案,具有可行性和实用性。可有

效改善膝关节镜术患者住院期间及术后 1 个月的膝

关节功能、提高膝关节康复锻炼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促进术后康复。陈琛等学者对老龄股骨颈骨折术后

病人采取 IMB 模型的护理干预，发现，此项护理措

施用来治疗此类病人,可缓解焦虑、抑郁不良心理,
提高术后康复锻炼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并改善髋

关节功能。结果显示：基于 IMB 模型的行为技巧可

以提高患者自我护理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促进疾

病的康复。 
4 小结 
基于 IMB模型分析髌骨骨折患者术后功能康复

的影响因素。首先通过术后功能康复的教育让患者

产生需要功能康复的动机，通过健康行为的相关知

识使患者产生行为改变的动机是前提。术后宣教不

能只是单一的宣教内容，不仅要告知术后康复的重

要性，而且需要不定期的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的想法

和需求再进行功能康复的制定，根据患者不同病情

及康复锻炼的耐受程度制定康复计划，个性化的康

复计划才能适合个体的需求，调动患者的积极性，

也就是动机是影响健康行为的第二个因素。往往信

息和动机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只有这两者达

到一定的要求方可最后产生健康相关行为。临床中

往往侧重健康宣教的实行，忽略了患者能否正确实

施及运用健康行为技巧。通过患者的生活，康复训

练，心理及用药等方面进行指导，根据患者的生理

及肢体功能情况调整康复计划，让患者的每一步康

复计划切实可行，而 IMB 模式中的 3 个因素均需达

到一定的要求才可能发生，功能康复才能圆满完成，

达到最终我们想的效果。 
IMB 模型能够综合考虑影响健康行为的各项因

素。让每个因素之间存在切实可行的联系及关联，

使健康行为因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达到最终的要求。

当然起初的 IMB 模型是用于 AID 患者的健康教育

中，目前运用在髌骨骨折术后功能锻炼方面较少，

是否行之有效，还有待临床工作者的验证。当然验

证过程不可完全照搬，真正合适的才是最有效的，

也期待将来得到相关研究者的研究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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