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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心理护理对骨外伤急诊患者进行干预对治疗效果产生的影响。方法 本文行分组对照实验，将 2018年 2月到
2019年 10月到我院进行治疗的 88例骨外伤急诊患者应用抽签法则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例数等量，均为 44例。观察
组行心理护理法研究，对照组行常规护理法研究，分别计算两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并做统计学比较。结果 观察组经过护理
后有效治疗 42例，有效率为 95.45%，对照组治疗后有效 33例，有效率为 75.00%，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对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护理以后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分比较，观察组明显比
对照组评分更低，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将心理护理干预手段应用在骨外伤急诊患者治疗当中可以帮助患者提
升总体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不良心态，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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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导致创伤性骨折出现的原因一般都是高能量创伤，
很多患者都会合并严重的软组织损伤，甚至合并有神经血
管损伤

[1]
。临床上这种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相对具有较大的

难度，临床对创伤性骨折在治疗的过程中需要为患者通过
采用手术治疗方案进行治疗，患者手术以后恢复相对较为
缓慢，所以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患者进行护理指导

[2]
。为提

升患者接受治疗的依从性，有效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应激
刺激，本文主要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应用价值，现将主要研
究情况进行如下论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行分组对照实验，将 2018年 2 月到 2019年 10 月
到我院进行治疗的 88例骨外伤急诊患者应用抽签法则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例数等量，均为 44 例。本文观察组
中男性患者 23 例，女性患者 21 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和
女性患者均为 22 例，卡方=0.0455，Z=0.2021，P=0.8321；
观察组患者年龄最大为 66 岁，年龄最小为 24 岁，年龄平
均为（44.16±10.31）岁，对照组患者年龄最大为 65 岁，
年龄最小为 21岁，年龄平均为（43.56±10.33）岁，t=0.2727，
P=0.7857。本文两组患者经过临床诊断均被确诊为骨外伤，
经过统计学方法对两组患者的性别和年龄等相关资料进行
检验，患者之间无差异，P＞0.05，可比较。 

1.2 方法 

所有对照组的患者通过常规的护理手段进行护理指导，
在具体的护理过程中需要按照常规的护理原则为患者实施
护理，观察组患者在护理的时候应用心理护理干预，具体
干预手段如下： 

①术前心理护理：为帮助患者降低和消除患者对病症
产生的疑虑，临床护士要详细对患者介绍骨外伤的相关伤
情特点和手术治疗的知识，密切关注患者情绪的变化表现，
并在日常护理过程中多和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引导患者
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和治疗心态

[3]
。 

②术中心理护理：手术当中需要帮助患者进行手术室
温度的调整，合理的帮助患者选择舒适的手术卧位，手术
过程当中应关注患者的表现等，为患者通过按摩、抚摸等
相关的方式来提升患者的心理质量

[4]
。 

③术后心理护理：骨外伤患者手术以后的恢复周期相
对较长，容易导致患者合并有烦躁、消极等不良情绪。临
床护士要多对患者进行引导并引导患者家属对患者提供相
关的鼓励和关爱，注重对患者进行隐私保护，为患者进行
个体化的指导和康复指导，使患者多应用富含蛋白质和钙
类的食物，当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以后，指导患者能尽可能
的适应床上和床旁的活动训练，有效促进患者机体抵抗力
和骨创伤的快速恢复，以便促进患者恢复周期尽量缩短

[5]
。 

1.3 观察指标 

①统计所有患者经过不同护理以后的临床治疗总有效
率。如果患者经过相关护理之后治疗依从性大大提升，不
良的情绪得到缓解，机体疼痛度下降超过 2 级，说明临床
治疗显效；如果患者经过护理以后治疗依从性相对较好，
不良情绪得到改善，但是并没有完全缓解，机体疼痛程度
下降在 2~1 级之间，说明临床治疗有效；如果患者经过不
同护理之后临床的相关情况没有达到上述标准，说明临床
治疗无效。 

②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
对所有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行评价，评分为百分制，分数越
高，表示患者的不良心态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的所有理论数据均需要进行统计学方法的验证，
并拟用统计学软件计算，版本号为：IBM SPSS25.0。根据
显著性检验方法所得 P 值，以 P＜0.05 表示数据之间具有
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观察组经过护理后有效治疗 42 例，有效率为 95.45%，
对照组治疗后有效 33 例，有效率为 75.00%，观察组高于对
照组，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对两组患者经过不
同护理以后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
进行评分比较，观察组明显比对照组评分更低，P＜0.05，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对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以后的心理
情况比较请参见表 1 结果。 

表 1 不同护理以后两组患者的心理表现（ sx  ） 

项目 n SAS SDS 

观察组 44 32.15±5.14 31.37±6.08 

对照组 44 42.39±6.84 42.37±6.49 

t / 7.9388 8.2048 

P / 0.0000＜0.05 0.0000＜0.05 

3 讨论 

急诊骨外伤患者是临床上比较严重的一种创伤类型，
很容易导致患者机体出现严重的损坏，患者治疗的时候存
在着多种不良情绪，会对整体的治疗工作产生影响，不利
于患者术后的恢复。因此临床对骨外伤的急诊患者进行治
疗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心理护理手段进行干预可以帮助患
者提升整体的心理质量，对于促进患者病症的恢复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的提升患者治疗的依从性，使患者
积极的进行治疗，稳定患者机体的相关水平，改善患者的
疼痛，促进整体治疗效果的提升。综上所述，将心理护理
干预手段应用在骨外伤急诊患者治疗当中可以帮助患者提
升总体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不良心态，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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