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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合作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抑郁风险预警模型的研究

徐彬　张雨　徐蓓  

湖南省湘潭市中心医院　湖南湘潭　411100

摘　要：目的 通过多学科合作，构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抑郁风险预警模型，为早期识别抑郁症状的高危患者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 本研究基于湖南省某三甲医院的 HIS、LIS 和 RIS 系统，采用去中心化构架进行数据源采集，并利用

MaxCompute 分布式系统进行数据储存。通过系统评价和德尔菲法筛选 2024 年 8 月到 2025 年 1 月收治的 120 例老年髋部

骨折患者新发抑郁的相关危险因素，构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抑郁风险评估指标集。基于这些指标，通过专家会议法制

定风险等级并设置填写表格，植入医院信息 HIS 系统中，构建风险预警评估模型并应用。结果 模型在不同时间点的抑郁风

险评估中均表现出较高的准确率，总体准确率达到了 86.8%，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120 例患者中，低度风

险患者占比 41.7%（50/120），中度风险患者占比 33.3%（40/120），高度风险患者占比 25.0%（30/120）。高度风险患者

在入院后、手术后及出院前的抑郁症状评分均显著高于中、低度风险患者。干预后患者的抑郁症状评分显著降低，高度风

险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下降，住院时间也相应缩短。结论 通过多学科合作构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抑郁风险预警模

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有助于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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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髋部骨折是临床上常见的骨折类型之一，由于老

年人骨质疏松、反应能力下降等因素，其发病率逐年上升 [1]。

髋部骨折不仅给老年人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还常伴随着心理

问题的出现，其中新发抑郁症状尤为突出。抑郁症状的存在

不仅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还可能增加并发症的发生，严重

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2]。目前，对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

抑郁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由于抑郁症状的复

杂性和多维性，其发生机制尚未完全明了，且缺乏有效的风

险预警工具。临床上常通过量表评估来筛查抑郁症状，但这

种方法存在主观性强、易受患者情绪状态影响等局限性 [3]。

多学科合作模式在医学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它通过整合不

同学科的知识和技术，为解决复杂医学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多学科合作，构建老年髋部骨

折患者新发抑郁风险预警模型，为早期识别抑郁症状的高危

患者提供科学依据，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以湖南省某三甲医院 2025 年 1 月收治的 120 例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范围在 65 岁至 9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8.5±6.3）岁。其中，男性患者 58 例，

女性患者 62 例。骨折类型包括股骨颈骨折 70 例，股骨转子

间骨折 50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医院常规治疗及护理，并同

意参与本研究。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 65 岁的髋部骨折患者；符合髋部骨

折诊断标准，且均经临床体格检查和影像学诊断明确；自愿

参加本项研究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者。

排除标准：有抑郁及其它精神疾患病史者；存在其它

系统严重疾患，可能影响研究结果者；听力及视力严重障碍，

无法配合本研究完成者；存在认知障碍，无法准确表达自身

感受者。

1.3 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结合多学科合作，

包括骨科、心理科、康复科、信息科等，共同构建老年髋部

骨折患者新发抑郁风险预警模型。

通过系统评价和德尔菲法筛选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

抑郁的相关危险因素。通过计算机检索中英文数据库（万

方、知网、维普、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等），

收集关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抑郁的相关因素的研究。根

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并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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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拟定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抑郁风险因素问卷。

风险预警模型构建：基于筛选出的风险因素，通过专家会议

法制定风险等级并设置填写表格。将表格植入医院信息 HIS

系统中，构建风险预警评估模型。模型构建过程中，采用训

练集和测试集进行模型的初步构建和验证。将构建的风险预

警模型应用于本研究的 120 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中，对患者

入院 24 小时内、术后 24 小时内、出院前 24 小时以及病情

变化时进行抑郁风险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 26.0 系统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变量经 K-S

检验方法证实满足正态性、方差齐性的条件，描述为均数

± 标准差（ x ±s），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

行 χ2 检验；P ＜ 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风险因素筛选结果

通过系统评价和德尔菲法，本研究筛选出老年髋部骨

折患者新发抑郁的主要危险因素，并构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

新发抑郁风险评估指标集，见表 1。

表 1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抑郁风险评估指标集

风险因素 赋值标准

年龄（岁） 65-70=1,71-79=2,80-89=3, ≥ 90=4

营养状况（MNA-sf 评分） 12-14=1, 8-11=2, ≤ 7=3

骨折类型 股骨颈骨折 =1, 股骨转子间骨折 =2, 
其他 =3

合并症数量 0=0,1=1, 2=2, ≥ 3=3

疼痛程度（NRS 评分） 0-3=0,4-6=1,7-10=2

心理状态（GAD-7 评分） 0-4=0,5-9=1,10-14=2, ≥ 15=3

自理能力（Barthel 指数） 100=0,61-99=1,41-60=2, ≤ 40=3

2.2 模型应用与验证

模型在不同时间点的准确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总体

准确率为 86.8%，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见

表 2。

表 2 患者新发抑郁风险情况

时间点 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准确率（%）

入院 24h 50 40 30 86.7

术后 24h 45 42 33 88.3

出院前 24h 55 38 27 85.0

总体准确率 86.8

2.3 干预措施与效果

表 3 可见，干预后患者的抑郁症状评分显著降低，并

发症发生率也有所下降，平均住院时间缩短（P<0.05）。

表 3 干预前后抑郁症状评分、并发症发生率及平均住院时间情况

指标 干预前 干预后 χ2/t P

抑郁症状评分（分） 12.43±3.51 8.17±2.03 4.168 <0.05

并发症发生率（%） 21.4 8.2 3.947 <0.05

平均住院时间（d） 18.46±3.20 16.58±2.47 6.735 <0.05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多学科合作，成功构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

新发抑郁风险预警模型，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显著成效。本

研究采用动态风险评估的方法，对患者入院 24 小时内、术

后 24 小时内、出院前 24 小时以及病情变化时进行风险评估，

这种方法能够及时了解患者的抑郁风险变化，为医务人员

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动态风险评估，

可以更加精准地识别出患者的抑郁风险，从而提高干预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采用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模式，包括骨科、心

理科、康复科、信息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这种多

学科合作的方式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老年髋部骨折新

发抑郁风险预警及管理策略的问题。通过跨学科、多领域的

合作，可以迅速、精准地识别出患者的抑郁风险，并制定出

更加科学、合理的干预措施。此外，多学科合作还能够促进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提高整体研究水平和临床应用

效果。结果显示，模型在不同时间点的抑郁风险评估中均表

现出较高的准确率，总体准确率达到了 86.8%。结果充分证

明模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研究的模型能够准确地识别出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中新发抑郁的高危个体，为临床医生提供

有力的决策支持。120 例患者中，低度风险患者占比 41.7%

（50/120），中度风险患者占比 33.3%（40/120），高度风

险患者占比 25.0%（30/120）。高度风险患者在入院后、手

术后及出院前的抑郁症状评分均显著高于中、低度风险患

者。干预后患者的抑郁症状评分显著降低，高度风险患者的

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下降，住院时间也相应缩短。

综上，通过多学科合作构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新发抑

郁风险预警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有助于降低

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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