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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部骨折患者实施压疮风险预警护理对压疮的预防效果分析 

沈燕华，范 婷，汤 洋 

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医院  浙江湖州 

【摘要】目的 分析髋部骨折患者实施压疮风险预警护理对压疮的预防效果。方法 研究选取了 2021 年 6 月

至 2022 年 6 月间在我院收治的 94 例髋部骨折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和预警组。预警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

压疮风险预警护理，包括组织与管理、风险评估与分级护理、低危和高危患者护理、心理与健康教育以及具体护

理措施。结果 预警组在减压装置使用、皮肤护理、骨折部位护理、营养支持和翻身行为等方面均优于常规组（P
＜0.05），且压疮的发生频率极其严重程度均显著低于常规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实施压疮

风险预警护理对髋部骨折患者的压疮预防效果明显。这一护理模式不仅提高了护理人员对压疮风险的认识和预防

措施的执行，也提升了患者及家属对压疮预防和护理的认识，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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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pressure ulcer risk warning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s. Methods A total of 94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between June 2021 and June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warning group. The warning group implements pressure ulcer risk warning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including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risk assessment and grading nursing, care 
for low-risk and high-risk patients, psycholog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specific nursing 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arly warning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 in terms of the use of decompression devices, skin 
care, fracture site care,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turning behavior (P<0.05), and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pressure ulcer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ssure ulcer risk warning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preventive effect on pressure 
ulcers in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s. This nursing model not only improves the awareness of pressure ulcer risk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ventive measures among nursing staff, but also enhances the awareness of pressure ulcer prevention 
and care among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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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迈入人口长寿化时代，但伴随而来的是老

年人骨质疏松、关节灵活度下降的问题，这使得老年人

更易发生骨折[1]。特别是骨质疏松症患者数量的增加，

进一步提升了下肢骨折的风险[2]。老年下肢骨折患者常

面临行走障碍，多数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3-4]。其中，

髋部骨折作为一种常见的骨折类型，其治疗周期长，且

通常需要采用皮肤或骨骼牵引来制动伤肢[5]。于老年下

肢骨折患者而言，由于老年患者自理能力较低，且可能

存在心理障碍，因此他们需要特别的护理关注[6]。其中，

压疮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护理问题，它是由于长时

间压迫导致局部组织缺血或坏死，进而引发的皮肤破

溃现象[7]。老年患者由于营养状况差、抵抗力下降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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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加上手术后的长期制动和骨折导致的生活无法自

理，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干预，将会导致严重感染，甚至

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8]。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对髋

部骨折患者实施压疮风险预警护理的预防效果。希望

通过本次研究，为降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的压疮发生

率，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康复效果提供一定的助力。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试验选取自我院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收治

的髋部骨折患者 94 例，利用计算机生成随机数法，将

患者分为常规组（47 例）和预警组（47 例），其中，

常规组，男 22 例，女 25 例；年龄 57-84（66.82±3.65） 
岁。常规组，男24例，女 23例；年龄 56-83（66.71±3.65） 
岁。组间患者经统计学软件分析和影像学判断，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且符合入组标准（P>0.05）。 
1.2 方法 
常规护理组措施：实时观察高危患者，每 2 小时

翻身 1 次。每 12 小时进行皮肤清洁，并记录红斑等情

况，发现压疮即进行干预。监测生命体征，异常时及时

通知医生并进行治疗。 
预警护理组措施： 
1）组织与管理：组建压疮风险预警护理小组，定

时观察皮肤，评估压疮风险。每月召开护理问题分析会

议，建立并完善高危预警制度，建立高危人群登记册。

结合患者情况制定预防措施，加强巡视和交接工作。 
2）风险评估与分级护理：使用 Braden 量表评估压

疮风险，将患者分为低危组（7～19 分）和高危组（＞19
分），并张贴相应标识。根据风险等级实施针对性护理。 

3）低危患者护理：保持床单清洁，皮肤干燥，预

先涂抹保湿喷雾。放置海绵垫，术中使用气垫圈，穿袜

子和牵引鞋，定期观察皮肤状态。 
4）高危患者护理：加强术前健康教育，术中保温，

加强术后管理，减少受压部位压力。 
5）心理与健康教育：讲解褥疮知识，介绍手术情

况，消除负面情绪，增强治疗信心。对家属开展健康教

育，讲解压疮原因、风险及防范措施，开具健康教育处

方，普及正确翻身、清洁皮肤等知识。 

6）具体护理：保持温湿度适宜，使用气垫床减压，

伤肢垫软枕抬高，双足跟架空并予水囊减压。指导床上

大小便，保持清洁，尿失禁者留置尿管。定期翻身、更

换床单被褥、协助体位调整等，以减轻局部压力，预防

压疮发生。每班交接检查受压部位皮肤，每日评估风险，

护士长日检，护理部周追踪。 
1.3 疗效标准 
评估护理者对患者的减压装置使用、皮肤护理、骨

折部位护理、营养支持和翻身行为情况，分 26个条目，

总分 104 分，得分高表明表现佳。同时，依据美国国家

压疮协会分级标准，将患者的压疮程度，划分为 I 至

IV 期，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完成。其

中，对于计量资料，采用（ sx ± ）的方式进行患者护

理者行为评分的表示，并应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对

于计数资料，则采用百分比的形式进行患者压疮发生

率的展示，并借助ꭓ2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P<0.05 视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髋部骨折护理者行为评分情况 
预警组较常规组护理者经预警护理后对患者减压

装置使用、皮肤护理、骨折部位护理、营养支持和翻身

行为层面更为及时和有效（P＜0.05）。详细数据见表 1。 
2.2 组间髋部骨折患者压疮发生率情况 
预警组较常规组压疮的发生频率及其严重程度均

显著更低（P＜0.05）。详细数据见表 2。 
3 讨论 
 髋部骨折作为我国老年人常见的骨折类型，其治

疗与护理过程复杂且充满障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髋

部骨折患者由于多种因素叠加，极易发生压疮，一方面

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另一方面影响了康复进程甚至威

胁生命安全[9]。所以，探索并实施有效的压疮预防措施，

提升髋部骨折患者的护理质量和康复效果，是本次研

究的目的。本研究通过分析对髋部骨折患者实施压疮

风险预警护理的预防效果，希望为临床护理提供一定

的参考。 
表 1  组间髋部骨折患者护理者行为评分情况（ sx ± ） 

组别 例数 减压装置使用 皮肤护理 骨折部位护理 营养支持 翻身行为 

常规组 47 9.16±2.85 12.52±2.37 17.25±3.97 7.85±1.52 14.42±3.44 
预警组 47 13.54±2.23 17.74±2.41 22.26±3.75 10.75±1.36 18.65±3.25 

t - 8.298 10.587 6.289 9.748 6.128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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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组间髋部骨折患者压疮发生率情况[n,(%)] 

组别 例数 Ⅳ期 Ⅲ期 Ⅱ期 Ⅰ期 总计 

常规组 47 1(2.13%) 2(4.26%) 2(4.26%) 4(8.51%) 9(19.15%) 
预警组 47 0(0.00%) 0(0.00%) 1(2.13%) 1(2.13%) 2(4.26%) 
ꭓ2 -     5.045 
P -     0.025 

 研究结果显示，预警组在减压装置使用、皮肤护

理、骨折部位护理、营养支持和翻身行为等护理者行为

评分上均显著优于常规组。综合分析，这表明预警护理

的实施能够促使护理人员更加及时和有效地执行各项

护理措施，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保护。 
 预警组较常规组在压疮的发生频率及其严重程度

上均表现出显著更低的趋势。综合分析。通过针对性的

风险评估、分级护理以及具体的预防措施，预警护理成

功地降低了压疮的风险，改善了患者的康复环境。 
 预警护理不仅注重物理层面的保护，如使用减压

装置、保持皮肤清洁等，还重视心理与健康教育。通过

向患者及家属普及压疮知识，消除负面情绪，增强治疗

信心，预警护理在多个层面上为患者提供了全面的支

持。这种综合性的护理模式更有可能满足患者的实际

需求，促进患者的康复。 
归根结蒂，对髋部骨折患者实施压疮风险预警护

理能够显著降低压疮的发生率，改善患者的康复环境，

提高护理质量。这一护理模式的应用不仅具有理论意

义，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广泛推

广和应用。将来的护理实践可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预

警护理的具体措施，以更好地适应不同患者的需求，提

升整体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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