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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的医护一体化延续性护理

在髋关节骨折患者康复中的效果观察

沈　娜　张玉梅 *

解放军第九七〇医院　山东省烟台市　264002

摘　要：目的：分析微信平台的医护一体化延续性护理在髋关节骨折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86 例髋关节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划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43 例，对照

组实施常规延续性护理，研究组行基于微信平台的医护一体化延续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不同阶段自我效能、髋关节功能、

生活质量评分及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结果：出院时两组患者各评分对比无明显差异（P ＞ 0.05）；出院 4 周、出

院 8 周研究组 GSES 评分、Harris 评分、SF-36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05）；研究组出院 8 周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P ＜ 0.05）。结论：在髋关节骨折患者康复护理中应用基于微信平台的医护一体化延续性护理可取得显著效果，可

有效提升患者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同时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对促进患者髋关节恢复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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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骨折会导致剧烈疼痛、肿胀、局部渗血等，使

患者无法行走和下蹲，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 [1]。手术是

目前髋关节骨折的主要治疗方式，但很多患者并不了解术后

康复知识，因此在出院后极易出现并发症，不仅延长恢复时

间，还可能影响预后。临床认为，加强髋关节骨折患者出院

后延续性可改变这一情况。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各种实时线上沟通工具被开发出来，这也为优化出院后延续

性护理提供了新途径 [2]。本文就重点分析微信平台的医护一

体化延续性护理在髋关节骨折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具体

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来自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期间在

本院接受治疗的 86 例髋关节骨折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划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43 例，对照组男 23 例，女 20 例，

年龄 43-65 岁，平均年龄 59.42±4.18 岁；研究组男 22 例，

女 21 例，年龄 45-69 岁，平均年龄 58.76±3.32，两组研究

对象基础资料符合对比研究标准，差异显著（P ＞ 0.05）。

患者及家属均知晓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次

研究已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延续性护理，即收集患者基本信息，

建立电子档案，定期通过电话对患者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及

康复指导。研究组行基于微信平台的医护一体化延续性护

理，具体操作措施如下：（1）组建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包

括 1 名临床医师、1 名康复医师、3 名责任护理及 1 名护士长，

由本院信息管理部门建立“髋关节骨折康复微信公众号”，

同时组建“髋关节骨折康复”微信群，由护理小组成员进行

管理。患者出院前邀请患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并进入微信

群，护理人员需强调延续性护理的重要性，鼓励患者积极参

与。（2）线上健康教育：每周定期在公众号更新髋关节居

家护理健康知识，包括早期康复训练、日常生活训练，如被

动训练、踝关节按摩、抬臀运动等，通过微信群提醒患者观

看，并录制视频发送至微信群打卡，康复医师需纠正患者错

误训练方式，同时及时鼓励表现良好的患者，以增强康复信

心。（3）线上饮食指导：患者每一周汇报一次自己的饮食

情况，由护理人员进行总结，根据患者康复情况对日常饮食

计划进行调整，鼓励患者坚持低脂、低盐、高纤维素、高蛋

白质的饮食，尽量避免使用辛辣、刺激的食物，每日饮水量

需≥ 2000ml，以促进机体代谢。（4）心理及日常生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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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患者家属多陪伴、多鼓励患者，协助患者完成各项康复

训练。护理人员需引导患者学习身心放松方式，如深呼吸、

冥想等，缓解患者情绪及心理压力，建立良好的治疗心态。

告知家属需发挥监督作用，鼓励患者早睡早起、多晒太阳，

生活中尽量避免快速站立、蹲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家

属每两周在微信群反馈患者康复情况，由临床医师、康复医

师根据患者情况调整康复方案。

1.3 观察指标

①记录两组患者出院时、出院后 4 周、出院后 8 周一

般自我效能量表 (GSES) 评分、Harris 量表评分、生活质量

量表（SF-36）评分并对比。GSES 评分：评分范围 10-40

分，得分越高则自我效能越强；Harris 评分：满分 100 分，

得分越高则患者髋关节功能越好；SF-36 评分：满分 100

分，90-100 分为非常好；80-90 分为很好；70-80 分为好；

60-70 分为一般；总分＜ 60 分为差；②记录两组患者出院

后 8 周内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对比，并发症包括压力性损伤、

下肢深静脉血栓、骨折愈合不佳、感染等。

1.4 统计学分析

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对数据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t 验证，计数资料用（%）

表示，x2 验证，若 P ＜ 0.05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不同阶段自我效能、髋关节功能及生

活质量

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43 例患者，出院时，对照组 GSES

评 分（19.42±2.73） 分、Harris 评 分（62.54±6.35） 分、

SF-36 评分（64.47±5.52）分，研究组 GSES 评分（20.12±2.68）

分、Harris 评分（63.33±7.76）分、SF-36 评分（63.98±5.45）

分，两组患者出院时三项评分对比无明显差异（t1==1.200，

P1=0.234，t2=0.517，P2=0.607，t3=0.414，P3=0.680，P ＞ 0.05）.

出 院 后 4 周， 对 照 组 GSES 评 分（22.42±3.61） 分、

Harris 评分（65.88±5.49）分、SF-36 评分（70.25±6.64）分，

研究组 GSES 评分（25.13±3.47 分、Harris 评分（68.42±5.81）

分、SF-36 评分（73.14±6.02）分，研究组出院后 4 周三

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对比有差异（t1=3.549，P1=0.001，

t2=2.084，P2=0.040，t3=2.114，P3=0.037，P ＜ 0.05）。

出 院 后 8 周， 对 照 组 GSES 评 分（26.12±4.29） 分、

Harris 评分（72.86±6.38）分、SF-36 评分（75.59±6.42）分，

研究组 GSES 评分（28.71±4.45）分、Harris 评分（75.79±5.54）

分、SF-36 评分（79.96±5.51）分，研究组出院后 4 周三

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对比有差异（t1=2.748，P1=0.007，

t2=2.274，P2=0.026，t3=3.387，P3=0.001，P ＜ 0.05）。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压力性损伤 3（6.98%）例、下肢深静脉血栓 2

（4.65%）例、骨折愈合不佳 1（2.33%）例、感染 2（4.65%）

例，总发生率为 18.61%；研究组压力性损伤 1（2.33%）例、

下肢深静脉血栓 0 例、骨折愈合不佳 0 例、感染 1（2.33%）

例，总发生率为 4.65%，研究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对比有差异（x2=4.074，P=0.044，P ＜ 0.05）。

3 讨论

髋关节骨折是指因遭受暴力或意外事故导致髋关节部

位的骨折，这类骨折通常包括骨颈骨折、股骨头骨折等多种

类型，其中以股骨颈骨折较为常见 [3]。目前，髋关节置换术

是临床治疗髋关节骨折的首选方式，通过植入人工假体置换

病变关节，可实现髋关节正常功能的重建，是一种成熟可靠

的治疗手段。但受到患者健康知识掌握不足、出院后无法获

得专业的护理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患者出院后会发生各种相

关的并发症，不仅不利于患者康复，还可能导致患者预后不

佳 [4]。因此，加强髋关节骨折患者延续性护理非常重要。

常规延续护理缺乏及时性，且人力成本较高，无法取得

理想护理效果。基于微信平台的医护一体化延续性护理是为

了适应新时代发展所衍生出来的新型护理模式，旨在通过微

信平台为患者提供全面、个性化、便捷的康复指导和护理服

务，能够让患者在出院后继续得到专业、全面的护理，在提

升患者自我效能、促进患者疾病康复方面有重要价值 [5-6]。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出院 4 周、出院 8 周 GSES 评分、

Harris 评分、SF-36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P ＜ 0.05），充分证实，基于微信平台的医护一

体化延续性护理在髋关节骨折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及意

义。基于微信平台的医护一体化延续性护理形式灵活、便捷，

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护理人员可实时了解患者个人具体情

况并进行个性化护理指导，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康复效果，并

提高护理效率 [7-8]。

综上所述，基于微信平台的医护一体化延续性护理可有

效提升髋关节骨折患者康复效果，有助于增强患者自效能，

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风险，具有良好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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