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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延续性护理对小儿骨折恢复情况影响 

张 敏，陈小兰，杨旗琴，徐光燕，冯会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泸州 

【摘要】目的 探究延续性护理对小儿骨折恢复情况影响。方法 选取 60 名我院骨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2019
年 2 月到 2021 年 2 月为本研究的时间范围，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各为 30 例。其中参照组

骨折患儿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骨折患儿则采用延续性护理的护理方法，比较两组骨折患儿护理前后的关节

恢复指标、患儿康复训练配合度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实施护理前，两组骨折患儿的关节恢复指标没有显著差异，

实施护理后，实验组骨折患儿的关节恢复指标明显优于参照组骨折患儿，实验组骨折患儿的康复训练配合度较参

照组较好，实验组骨折患儿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骨折患儿，两者差异明显（P＜0.05）。结论 针对骨折患儿

的护理工作，给予其延续性护理的护理方法，有助于提高患儿的康复训练配合度，改善患儿的关节恢复指标，对

临床护理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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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on th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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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on the recovery of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Methods A total of 60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time range from 
Febr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1 was the time range of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30 cases in each. The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tinuous nursing. The joint recovery indexes,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of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th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joint recovery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After nursing, the joint recovery indexes of the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view of the nursing work of children 
with fractures, the nursing method of continuous nursing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operation of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joint recovery indicators of children, which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clinical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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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精力通常较为旺盛，更爱嬉戏打闹，而由

于儿童的身体尚未发育完全，所以骨折的几率大大增

加，如果儿童发生骨折，必须及时给予临床干预，恢

复肢体的功能，而临床中主要采用的治疗方法为手术

治疗，所以术后恢复训练对于患儿的预后至关重要 [1]。

为了避免患儿不配合康复训练，所以在手术治疗后，

会给予患儿一定的护理干预，帮助患儿改善关节功能，

防止出现术后并发症。鉴于此，本研究将选用我院所

收治的 60 例骨折患儿进行分析，具体报告内容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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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9 年 2 月到 2021 年 2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

的骨折患儿 60 例展开研究，分组方式为随机数表法，

组间分布为实验组（n=30）与参照组（n=30）。实验

组患儿年龄范围为 3-12 岁，平均年龄（5.27±0.35）岁，

男性患儿 18 例，女性患儿 12 例。参照组患儿年龄范

围为 3-13 岁，平均年龄（5.24±0.31）岁，男性患儿 1
7 例，女性患儿 13 例。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等一般

资料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经临床诊断，患儿确诊为下肢骨

折；（2）患儿的各项临床症状符合手术指征；（3）
患儿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患儿在手术前合并感染；（2）
患儿的治疗依从性较差；（3）患儿合并有神经系统疾

病。 
1.2 方法 
参照组骨折患儿给予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内容为：

要求护理人员首先应向患儿家属详细介绍患儿的病

情，消除家属的焦虑情绪，然后为患儿的患肢采用夹

板或石膏托进行固定，在术后对于固定位置进行进一

步检查，做好必要的出院指导。 
实验组骨折患儿则接受延续性护理，主要内容包

括： 
（1）建立延续性护理小组：要求选择具有专科护

理经验的护理人员组成延续性护理小组，由具有丰富

工作经验的护士长担任组长，负责对小组成员进行培

训，培训合格方能上岗； 
（2）环境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对患儿的病房进行

精心的布置，可以通过张贴术后功能锻炼演示漫画来

引起患儿的兴趣，同时，要保证病房内干净、整洁，

为患儿提供舒适温馨的康复环境； 
（3）心理护理：由于患儿的年龄较小，对于疼痛

的耐受性较差，所以在康复训练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

情绪波动，所以要求护理人员应该牢牢掌握患儿的情

绪变化情况，如果出现异常，应该及时给予其临床干

预，通过语言安慰、动作安抚等方式缓解患儿的情绪，

对患儿积极配合训练的行为进行表扬，提高护理依从

性； 
（4）疼痛护理：患儿在康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

定的痛感，所以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冷敷等方式缓解患

儿的疼痛，同时要求护理人员根据患儿的疼痛情况进

行科学的评判和鉴别，避免患儿遭受到二次伤害，如

果出现二次伤害，应该立即停止康复训练，及时治疗，

家属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做游戏等方式转移注意力，

缓解疼痛； 
（5）饮食护理：由于患儿的年龄较小，所以在饮

食方面应该加以注意，保证营养均衡，患儿的日常饮

食应该以高维生素、高蛋白的食物为主，另外要保证

患儿每日的钙摄入量，但要注意在骨折愈合早期应以

清淡饮食为主，在骨折愈合中期，应该适当补充营养，

骨折愈合后期，可以提供骨汤、鸡汤等食物，增加营

养； 
（6）出院后护理：首先，护理人员应为患儿建立

健康档案，详细记录患儿家属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

方便出院后随访，要求护理人员在患儿出院后，每周

进行一次电话随访，每月进行一次上门随访，了解患

儿出院后的恢复情况，并对不合理的地方及时进行纠

正，保证患儿的恢复效果。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骨折患儿护理前后的关节恢复指标、患

儿康复训练配合度及护理满意度。关节恢复指标主要

包括关节活动度、关节功能两项指标，采用专业评分

表，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证明护理效果越好。

康复训练配合度主要包括完全排斥、强迫、配合等三

个方面，康复配合度越高，证明护理效果越好。护理

满意度则从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等三个方面进行

评判。护理满意度等于非常满意度和满意度的总和。 
1.4 统计学分析 
对于两组骨折患儿患儿的相关数据应用 SPSS 19.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护理前后的关节恢复相关指标

实施 t 检验形式校准，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护理

满意度、康复训练配合度行卡方检验，用（n%）表示

 P＜0.05 有统计学意义，反之无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骨折患儿护理前后的关节恢复相关指标

比较 
对比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关节恢复相关指标，同

参照组相比，护理后，实验组相关指标更好，证明护

理效果更好，两者差异明显（P＜0.05）。（见表 1） 
2.2 两组骨折患儿护理后的康复训练配合度比较 
对比两组骨折患儿的康复训练配合度见表（2），

实施护理后，实验组骨折患儿康复训练配合度优于参

照组，两者差异明显（p＜0.05）。 
2.3 实验组与参照组骨折患儿的护理满意度的比

较 
对比两组骨折患儿的护理满意度见表（3），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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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后，实验组骨折患儿护理满意度优于参照组，两 者差异明显（p＜0.05）。 
表 1 两组骨折患儿护理前后的关节恢复相关指标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n） 关节活动度评分护理前 关节活动度评分护理后 关节功能评分护理前 关节功能评分护理后 

实验组 30 60.23±0.24 
 

86.16±0.11 57.23±0.16 83.28±0.24 

参照组 30 60.25±0.16 78.78±0.14 57.24±0.21 76.21±0.19 

t - 0.3798 227.0321 0.2075 126.5057 

P - 0.7055 
 

0.0000 
 

0.8364 0.0000 

表 2 两组骨折患儿的康复训练配合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排斥 强迫 配合 康复训练配合度 

实验组 30 3（10.00） 3（10.00） 24（80.00） 24（80.00） 

参照组 30 7（23.33） 14（46.67） 9（30.00） 9（30.00） 

χ2     15.1515 

P     0.0000 

表 3 两组骨折患儿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 30 25（83.33） 3（10.00） 2（6.67） 28（93.33） 

参照组 30 12（40.00） 4（13.33） 14（46.67） 16（53.33） 

χ2     12.2727 

P     0.0005 

 
3 讨论 
小儿骨折是一种常见的小儿骨科疾病，由于骨折

带来的疼痛感十分剧烈，所以患儿无法积极地配合术

后康复训练，严重影响了患儿的生长发育及肢体功能

的发挥。在手术治疗后，为了保证患儿的恢复，临床

中会给予患儿一定的护理干预，延续性护理作为常规

护理方法的延伸，除了在院时给予其相应的康复训练

指导以外，待患儿出院后，定期进行电话随访和上门

随访，对患儿居家康复训练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有效

地帮助患儿尽快恢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良事件

的发生[2]。 
本研究将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和延续性护理的护理

模式，结果显示，实验组骨折患儿在实施护理后的相

关指标优于参照组骨折患儿，两者存在明显差异（P＜
0.05）。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于骨折患儿应用延续性护理

的护理方法，有助于提高患儿的康复训练配合度和护

理满意度，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值得加以推广使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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