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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和德尔菲法构建的本体康复护理方案对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患者的影响 

何清华 

广州市正骨医院  广东广州 

【摘要】目的 分析讨论循证和德尔菲法构建的本体康复护理方案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的影响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23.01-2024.06 所接收的 80 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平均分为观察组（循证和

德尔菲法构建的本体康复护理方案）与对照组（常规康复护理方案），比较两组护理前后肢体功能恢复情况（肌

力分级标准表、BERG 平衡量表、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表）、疼痛度（NRS）和生活质量。结果 1.护理前（P＞
0.05）；护理后观察组肌力恢复、平衡能力以及步行能力（4.67±0.41 分，41.63±6.71 分，5.14±0.47 分）均优于

对照组（P<0.05）；2.护理后观察组 NRS 评分（3.76±1.11 分）比对照组低，（P<0.05）；3.观察组生活质量（40.32
±4.43）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循证和德尔菲法构建的本体康复护理方案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的康

复护理效果（肢体功能恢复情况、疼痛度（NRS）和生活质量）明显，预后与远期效果均较可，有重要的临床应

用价值，得广泛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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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vidence-based and Delphi method-constructed propriocep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program on 

patients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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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and Delphi method-constructed 
propriocep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program on patients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propriocep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program 
constructed by evidence-based and Delphi method) and a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nursing program). The 
limb function recovery (muscle strength grading standard table, BERG balance scale, Holden walking function grading 
table), pain level (NRS)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 
Before nursing (P＞0.05); after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muscle strength recovery, balance ability and 
walking ability (4.67±0.41 points, 41.63±6.71 points, 5.14±0.47 point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2. After nursing, 
the NR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3.76±1.11 point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3.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40.32±4.43)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propriocep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program constructed by evidence-based and Delphi method has obvi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ffect (limb function recovery, pain degree (NRS) and quality of life) on patients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and the prognosis and long-term effects are relatively good. It has import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and 
should be widely promoted and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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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感觉是身体器官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感觉，

它可以感知不同运动过程中肌腱、肌肉、韧带和部位之

间的压力和放松，是人体运动的基础[2]。在韧带重建手

术后，这些组织可能会受损，导致本体感觉减弱。本体

感觉训练可以改善四肢运动、平衡和行走能力，对患者

康复十分重要[3]。 
本文即为了分析讨论循证和德尔菲法构建的本体

康复护理方案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的影响效果，

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以医院 2023.01-2024.06 所接收的 80 例前交

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平均分为观察组（40
例，男 18 例，女 22 例，年龄 21~45 岁）与对照组（40
例，男 19 例，女 212 例，年龄 22~46 岁）（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为常规康复护理：按照既往常规康复护理

方案，启用运动处方对患者分阶段进行康复护理指导。

术后 1-2 周：踝泵动作、股四头肌肉收缩练习、臀部肌

肉收缩，直抬腿以及侧抬腿训练，每日 6 组，每次 10-
15 分钟；术后 3-6 周：肌肉静力收缩练习以及肢体抗

阻力训练为主，每天日 6 组，每次 15-20 分钟。循序渐

进，以肌肉产生轻微酸痛为宜。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开展在以循证和德尔菲法构建的本体康复

护理方案下进行： 
①组建团队，小组成员主要包括科室主任 1 名、

护士长 1 名、主治医师 2 名、康复科医师 2 名、专科

护士 2 名，一共 8 名成员。成员经过系统化培训后，

熟悉循证和德尔菲法理论内容与康复护理中的安全隐

患等必要条件，并通过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查阅，

以我科现状为基础，将时机理论作为指导性条件，讨论

制定基于循证和德尔菲法的康复护理措施在前交叉韧

带重建术后的护理计划。 
②编制函询问卷，根据文献检查，对前交叉韧带重

建术医务人员进行了交流，调查组成员讨论了调查结

果，初步确定了调查专家函内容。 
③实施专家函询，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相关问题。专

家评估每个目标的重要性，并根据 Likert5 值量表提供

相关分数。如果该值大于 3.5 且变异系数小于 0.25，则

可将相应的条目纳入康复计划中。 
④本体康复护理实施，a 疼痛护理，护理方法同常

规组。b 减压训练，开展音乐疗法，开始前保持环境安

静，在听音乐之前，请患者闭上眼睛，尽可能地让身体

平静下来，4ODB 音量，3O-60min/次，1 次，6-8 次为

1 疗程。C.常规康复训练加本体感觉训练，平衡训练：

直立、半蹲姿势的平衡训练；神经肌肉训练：增加下肢

稳定性的训练，如髋关节外、内侧旋转、、膝盖训练以

及向上、向下踏步等；体感刺激训练：踝泵训练时，可

以轮流进行股四头肌收缩训练，保持膝关节挺直，收缩

大腿肌肉 5 秒，放松 3 秒，交替进行，保持肌肉纤维

强度。以上训练类型，每日进行 1 次，每项训练根据

患者接受情况将时间控制在 15min 内。d.康复训练，第

1 周保证正确的体位摆放，患腿抬高放于枕头，足尖朝

上，膝关节下方空出，保持膝关节伸直位；早期肌力练

习、活动度练习、负重练习、以避免关节粘连以及肌肉

萎缩；功能练习、静力练习、关节不动状态下收缩肌肉。

第 2 周做屈膝练习，要求被动角度大于 90 度，主动屈

膝角度接近 90 度，做下肢抗阻肌力训练。第 3 周做屈

膝练习，被动角度达到 100~110 度。 
1.3 观察指标 
①肢体功能恢复情况：肌力分级标准表，0-5 级，

级数越高恢复越好；BERG 平衡量表，0-56 分，分数越

高功能恢复越好；Holden 步行功能分级表，0-6 级，级

数越高步行功能越好。 
②疼痛度（NRS）：0-10 分。③生活质量：SF-36 

生活质量表，共有 8 个维度的 36 个项目。分数越高，

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SPSS 23.0 软件对所统计的研究数据进行处理和分

析，计量资料（ ±s），t 检验，计数资料（%），χ2

检验。P<0.05 说明有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肢体功能恢复情况 
观察组各项恢复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疼痛度 
观察组 NRS 评分比对照组低（P<0.05），见表 2。 
2.3 生活质量 
观察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3 讨论 
常规的康复护理不能保证在手术后顺利恢复，缺

乏术前培训、个人护理和其他特殊护理行动。临床研究

表明，循证和德尔菲法构建的本体康复护理可以显著

增加关节运动的范围，提高接受交叉韧带修复手术的

患者的康复效果[4]，并确保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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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肢体功能恢复情况（ ±s，分） 

组别 例数 肌力恢复 平衡能力 步行能力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1.26±0.34 4.67±0.41 13.41±4.16 41.63±6.71 1.41±0.33 5.14±0.47 

对照组 40 1.25±0.52 2.63±0.33 14.07±3.89 29.34±5.66 1.46±0.27 2.86±0.53 

t -- 0.1018 24.5143 0.7329 8.8546 0.7417 20.3563 

p -- 0.9192 0.0001 0.4658 0.0001 0.4605 0.0001 

表 2  NRS 评分（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7.32±1.14 3.76±1.11 

对照组 40 7.53±1.35 5.62±1.74 

t -- 0.7517 5.6997 

P -- 0.4545 0.0001 

表 3  生活质量（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55.25±4.14 40.32±4.43 

对照组 40 55.83±4.53 48.43±4.15 

t -- 0.5977 8.4498 

p -- 0.5517 0.0001 

 

循证护理的概念是在循证医学的影响下出现的，

在过去几十年中，护理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运用

批判性思维寻找最佳护理行为，实施包容性的护理添

加程序，以低成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等等[5]。德尔菲法

也称专家调查法，包括收集、汇总、统计，然后在收到

专家对预期问题的意见后匿名回答专家，再次征求意

见，并收集反馈，直到达成共识[6-7]。循证和德尔菲法

构建的本体康复护理中，从动力源收集经验信息，寻找

最佳护理行为，并批判性地评估其是否能做出最佳决

策或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这一周期持续增长，以实现

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的目标[8]。从研究结果：护理后观

察组肌力恢复、平衡能力以及步行能力均优于对照组，

NRS 评分比对照组低，生活质量与自护能力均比对照

组高，可见，循证和德尔菲法构建的本体康复护理在前

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中效果明显，可有效促进

患者术后康复。 
综上所述，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中使用

循证和德尔菲法构建的本体康复护理方案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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