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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风险管理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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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在临床护理中应用压疮风险管理的护理的价值。方法 抽选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于我

院就诊的住院患者患者 80 例，以分层随机法分 40 例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另外 40 例为观察组则增加压疮风

险管理护理，对比两组患者压疮发生情况，同时对于两组患者对压疮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

压疮发生人数，首次症状出现时间以及压疮整体持续时间等指标均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对压疮预防和护理

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临床护理中实施护理压疮风险管理，能降低压疮发生率，减

轻压疮损伤，给予患者较好的护理体验，患者认可护理服务，有较强的护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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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applying pressure ulcer risk management in clinical nursing. 
Method: Eighty hospitalized patients who visited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of 40 cases using a stratified random method for routine nursing. The other 
40 cases were add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for pressure ulcer risk management nursing. The incidence of pressure 
ulcers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compared,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ressure ulcer nursing services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also evaluated; Result: After nursing, the number of pressure ulcers, the time of first symptom 
appearance, and the overall duration of pressure ulc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pressure ulcer prevention and nur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nursing 
pressure ulcer risk management in clinical nursing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ressure ulcers, alleviate pressure 
ulcer injuries, provide patients with a better nursing experience, recognize nursing services, and have strong nursing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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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又称之为压力性损伤，是指在局部皮肤长期

受压的情况下，皮肤发生缺血、缺氧而导致的溃疡性皮

损情况[1]。临床常见在骶部以及骨隆凸起处和医疗机械

接触的部位等发生。压疮治疗难度大、愈合周期长，且

还带给患者躯体疼痛和不适，属于临床护理难题所在
[2]。但压疮可通过针对性的措施进行预防，以保障患者

的皮肤完整性。压疮风险管理是指将压疮作为重点关

注且护理的项目，在具有预防和警惕等护理意识的前

提下，对压疮实施护理管理，以此完善和提高患者的临

床护理质量[3-4]。为探究在压疮风险管理于临床护理中

的具体价值，我院特开展如下研究。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抽选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于我院就诊的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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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患者 80 例，纳入标准：皮肤无瘢痕以及异常损伤；

患者既往史从未发生过压疮；不存在有皮肤感染情况；

知情且自愿加入该项研究；有家属陪护；排除标准：合

并有严重营养不良；合并有肿瘤者；聋哑、失语、精神

障碍等无法交流的情况；护理依存性较差，不愿接受护

理安排；无法配合做实验数据测取。将符合纳排标准的

患者以分层随机法分 40 例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另

外 40 例为观察组则增加压疮风险管理护理，对照组患

者男女比例为 20:20 例，年龄范围 35-75 岁，平均年龄

为 56.8±0.9 岁；观察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1:19 例，年龄

范围 38-70 岁，平均年龄为 58.4±0.5 岁；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研究有可进行价值。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即采取勤翻身护理措

施，每 2h 对患者进行体位改变，同时保持患者身下床

单理顺无褶皱，协助和指导家属及时更换患者内衣裤，

保持骨隆凸起处的皮肤干燥。尽可能的减少和去除摩

擦力以及剪切力，患者侧卧位时，腿部中间加放软垫以

及支持性辅助物，同时对家属指导增加患者营养。 
观察组增加压疮风险管理: 成立专门的压疮管理

小组：小组成员包括有责任护士、本科护士长等，通过

探讨和分析压疮的形成以分析临床护理中患者发生压

疮的风险因素，制定压力性损伤风险管理措施，具体从

风险评估、皮肤护理、营养摄入、调整体位以及移动、

患者自身和家属教育等五大方面进行。风险评估：患者

入院后 8h 内采取压疮风险评估表（Braden 量表）进行

评估，评估的侧重点为皮肤的脆弱度、是否既往史存在

有压疮历史、是否合并有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末端血

循受损、患者骶部以及骨隆凸起处的疼痛度。根据评估

结果，制定个体化的护理方案，针对性的进行预防。注

意在皮色、皮温、疼痛等发生变化时，需要重新进行评

估。皮肤护理：每日至少 1 次全面检查患者皮肤情况，

尤其是否存在有指头触压不变色的白斑情况，同时评

估患者当日的压力点。对深色皮色的，需要对比周围的

皮色，皮温以及质地变化。指导家属每日患者如厕后，

因应用 PH 值不伤皮肤的清洁用品立即清洗局部皮肤。

存在起皮、皲裂等干性皮肤，提供润肤露进行皮肤保

湿。营养摄入：考虑患者禁食禁饮或是疾病等造成的营

养不良情况，应当协同营养师和医师给予必要的营养

支持。鼓励患者积极的补充营养和水分，每日评估患者

经口营养以及营养支持是否符合机体需求，且每隔 3d
对患者体重进行一次评估，调整营养方案。调整体位和

移动:除临床指定必要的限动外，其余患者均要给予每

隔 2h 的翻身，翻身要点为确保足跟离开床面、确保调

整体位时没有压迫压疮区域。选择支撑面时，要考虑患

者不能移动的程度、受压的重力、皮肤温度、湿度以及

患者的体重和体质。患者无法移动，可床头抬高 30℃，

且应用泡沫敷料于骶骨等部位减压。在各项医疗器械

下，调整其角度和于受压部位的皮肤放置保护性敷料。

患者本人和家属教育：采取图片、视频、真实压疮图片

等对患者以及家属进行压疮宣教，且协同家属和患者

本人一起参与压疮预防。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压疮发生情况； 
对比两组患者对压疮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收集资料数据后纳入 SPSS26.0 数据软件，量资料

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表示，而例和率计数资

料采用 χ2 检验，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

著。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压疮发生情况 
护理后观察组压疮发生人数，首次症状出现时间

以及压疮整体持续时间等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P﹤0.05。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满意度 
护理后观察组压疮发生人数，首次症状出现时间

以及压疮整体持续时间等指标均优于对照组，且观察

组患者对压疮预防和护理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

显著，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压疮发生情况（ ） 

组别 例数 压力性损伤发生率(%) 首次症状时间(d) 症状持续时间（d) 

观察组 40 5%(2/40) 7.54±0.72 11.23±0.3 

对照组 40 20%(8/40) 4.24±0.55 18.52±0.41 

t - 16.857 8.634 12.156 

P - 0.001 0.001 0.001 

sx ±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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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患者对压疮护理服务的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满意 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2.5%(1/40) 25%(10/40) 72.5%(29/40) 97.5%(39/40) 
对照组 40 15%(6/40) 62.5%(25/40) 22.5%(9/40) 85%(34/40) 
χ2 - 6.304 14.154 18.682 6.574 
P - 0.027 0.001 0.001 0.014 

3 讨论 
研究表明，住院患者内有高达 35%的可能在住院

期间患上压疮，其中疾病受众有一大部分是老年患者，

这类患者基础性疾病多、压疮风险大[5]。压疮于 2h 内

可形成，但愈合却要 3-5 月的时间，其死亡率更是超过

未患有压疮患者的 6 倍之多[6]。故实施压疮风险管理是

临床护理管理的重中之重。压疮风险管理将压疮作为

系统性的护理内容，从评估压疮风险，到根据评估风险

开展针对性的措施预防，强调从皮肤、营养、体位、患

者家属以及患者本人教育等进行整体压疮风险把控，

可全面性的将致使压疮发生的高危因素进行遏制或者

灭杀。如皮肤护理中的有指头触压不变色的白斑情况

预示着压疮的开展，对此采取减压以及更换体位防护，

可延缓压疮进展，为皮肤的皮色温度等恢复争取时间，

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压疮发生概率[7-8]。而从营养方面

可给予患者必要支持，一定程度上提高皮肤屏障和免

疫力，减少软组织受压下缺血缺氧的可能。故在本文的

研究中，实施了压疮风险管理的观察组压疮人数少，首

次症状晚、整体治疗情况更短，证实了压疮风险管理可

综合性的把控以及识别和干扰压疮发生的风险，保障

患者皮肤的完整性，减少皮损发生。而在护理满意度

上，观察组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究其原因是多频

次的翻身和各项积极护理让患者以及家属看到了护理

的专业性和对患者皮肤的负责性，且协同家属给予患

者的护理服务更全更周到，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均有

提供，因此患者满意度更高。 
综上所述，在临床护理中实施护理压疮风险管理，

能降低压疮发生率，减轻压疮损伤，给予患者较好的护

理体验，患者认可护理服务，有较强的护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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