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

·225·

航空军医 2018 年第 46 卷第 13 期 2018,Vol.46,No.13

探讨预见性护理指引在骨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郭玉红   黄亚如   （福建省龙海市中医院  福建漳州  363100）

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预见性护理指引在骨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8 月 -2018 年 7 月收治的骨科患者 120 例进

行分析研究，将 120 例患者分为两组，为两组患者采取不同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和并发症发病率。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

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表示统计学有意义。实验组患者并发症发病率较低，与对照组相比有较大差异，P<0.05 表示统计学有意义。结论　　

为骨科患者采取预见性护理，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促进患者的康复效果，提高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降低并发症的发病率，因此预见

性护理在骨科护理中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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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的大部分患者都是由于外伤导致的，因此骨科患者的发病

比较突然，而治疗的卧床时间较长，患者要忍受剧烈的疼痛，同时患

者还会伴随部分功能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从而患者会出现焦

虑、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严重影响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不利于

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的提升 [1]。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医

疗意识也逐渐增强，对临床护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护理是辅助治疗的

一种手段，能够降低临床中对患者不利因素的发病率，从患者的角度

出发，进行各个方面的优质护理，从整体上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2]。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8 月 -2018 年 7 月收治的骨科患者 120 例进行

分析研究，将 120 例患者分为两组，实验组患者 60例，有男性 41例，

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为（51.2±12.6）岁，对照组患者 60 例有男性

40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为（50.9±12.7）岁。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护理：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模式。监测患者的

呼吸、脉搏等生命体征变化，观察患者病情的变化，给予一定的心理

护理、饮食护理等 [13]。

1.2.2 实验组护理：为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取预见

性护理指引。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病情、并发症等情况

进行游侠评估，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准备抢救所需的设备，进入病区

后要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为患者建立静脉通路 [4]。骨科患

者大部分都会出现功能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因此患者会出现

严重的不良情绪，护理人员要积极的与患者沟通交流，根据患者的情

绪状态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鼓励患者要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疾

病的治疗，向患者讲解治疗的方法，治疗目的，并发症情况等 [5]。为

患者的病房地面进行防滑处理，防止患者出现坠床等情况。护理人员

要定时帮助患者翻身，防止患者出现压疮。保证患者的饮食营养均衡，

多为患者补充蛋白质、维生素，提高患者的身体免疫能力，促进患者

尽早的康复 [6]。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χ±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进行检验，用 % 表示，P<0.05 表

示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分析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表示统计学有

意义。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病率

实验组患者并发症发病率较低，与对照组相比有较大差异，

P<0.05 表示统计学有意义。见表 2。

表 1：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分析

组别 例数 有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60 41 18 1 59（98.33%）

对照组 60 26 22 12 48（80%）

P <0.05

表 2：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病率

组别 例数 肺部感染 压疮 尿路感染 便秘 并发症发病率（%）

实验组 60 0 1 0 1 2（3.33%）

对照组 60 3 2 2 2 9（15%）

P <0.05

3 讨论

预见性护理是超前护理模式，医护人员要首先对患者的病情

进行评估，医生要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寻找患者存在的问题，

按照预见性原则采取积极的治疗手段，能够有效降低不良因素对

患者疾病造成的影响，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7]。随着我国社会的不

断进步，人们的医疗意识也逐渐增强，对临床护理的要求越来越高。

护理是辅助治疗的一种手段，能够降低临床中对患者不利因素的

发病率，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进行各个方面的优质护理，从整体

上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骨科患者的发病比较突然，而治疗的卧床

时间较长，患者要忍受剧烈的疼痛，同时患者还会伴随部分功能

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从而患者会出现焦虑、抑郁、恐惧

等不良情绪。

综上所述，为骨科患者采取预见性护理，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

效果，促进患者的康复效果，提高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降低并发

症的发病率，因此预见性护理在骨科护理中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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