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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护理中预见性护理指引模式的应用效果研究 
薄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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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骨科护理中预见性护理指引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0
名患者，都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预见性护理指引模式进行护理干预，通过对两组患者出院并发症及护理满意度
的比较进一步得出结论。结果：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了率以及护理满意度等均存在显著差异。结论：预见性护理指引模式能
够显著的降低患者护理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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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骨科患者其疾病多由外伤导致。由于患者发病较为突然，

同时病后导致疼痛以及功能障碍等的出现患者会出现焦虑以

及烦躁等负性情绪。在疾病的治疗与康复过程中也伴随着风

险与疼痛以及活动限制等，由于患者缺乏相关医学知识相应

的应对措施可能对疾病的康复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需要对患

者进行积极的预见性的护理干预。预见性护理指引模式属于

一种超前护理模式，主要针对患者的潜在问题提出并实施针

对性的护理措施，预防某些护理问题的发生进一步提高患者

的护理质量，促进患者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等。本

次以我院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9 月收治的 100 例骨科患者

为研究对象，探究预见性护理指引模式的临床应用效果。现

将研究内容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为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00 名骨科患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各 50 名患者。观察组有男性患者 32 例，女性患者

18 例；患者年龄在 17 岁到 6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9.78

±5.65）岁；上肢骨折患者 13 例，下肢骨折患者 11 例，腰

椎间盘突出患者 10 例，颈椎病患者 8例，脊柱骨折患者 8 例。

对照组有男性患者 33 例，女性患者 17 例；患者年龄在 19 岁

到 6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56±4.78）岁；上肢骨折患

者 14 例，下肢骨折患者 12 例，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9 例，颈

椎病患者 9 例，脊柱骨折患者 6 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都行常规护理内容包括：入院后完善

相关检查，开放静脉通道，完善术前准备，行基础护理，对

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等。对照组患者在常规 基础上应用预见性

护理指引模式进行护理干预，内容包括：①入院后详细了解

患者病情及病史，根据患者病情安排床位，准备相应抢救物

品以及药品监护设施等。②患者进入病区后按医嘱及时给与

治疗及护理，对各系统及身体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了解患者

的病情，并制定相应预见性护理措施。③评估患者心理状况

适当开展心理护理，消除患者负性情绪等。④对患者实施安

全护理，防止患者跌倒等二次伤害。⑤指导患者饮食及运动

促进患者康复等。⑥长期卧床患者指导患者床上大小便，严

格无菌操作等
[1]
。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患者因骨科疾病需要住院治疗、患者无合并

其他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或家属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2]
。

排除标准：患者伴精神疾病或有精神疾病史、伴癌症患者、

患者无法有效配合依从性差、患者或家属不同意参与本次研

究
[3]
。 

1.4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下肢静脉血栓以

及便秘、压疮等的发生率进行统计，同时对两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进行调查统计。护理满意度调查采用自制护理满意度

调查问卷，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满意度越高。问

卷经过信度与效度分析，信度与效度均符合要求
[4]
。 

1.5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先采用 Excel（2019）对数据进行整理，将

整理好的数据导入 spss24.0 进行统计分析。对连续型变量采

用均值加减标准差的形式表示进行 t 检验，对于非连续型变

量采用百分比表示进行 X
2
分析。当 P＜0.05 时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本次研究对两组患者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进行了统计与

分析，并将并发症数据进行了 X
2
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肺部感染 压疮 便秘 
下肢静 

脉血栓 

泌尿系 

统感染 

并发症 

发生率 

观察组 0(0.00) 0(0.00) 1(2.00) 0(0.00) 1(2.00) 2(4.00) 

对照组 1(2.00) 2(4.00) 2(4.00) 0(0.00) 2(4.00) 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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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2
 9.4118 

P P<0.05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分越

高表示患者护理满意度越高，对两组数据进行了 t 检验，如

下表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100） 

组别 满意度得分 

观察组 94.23±4.45 

对照组 87.21±5.42 

t 21.321 

P P<0.05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了为 4.00%，低

于对照组患者的 14.00%。经过 X
2
分析后 P<0.05，因此两组患

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预见性护理指引模式显著降低了患者的

并发症发生率。 

3.1.2 提高护理满意度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得分为（94.23±

4.45）分，高于对照组的（87.21±5.42）分，经过 t检验后

P<0.05，因此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观

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预见性护理指引模

式显著提高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3.2 建议 

本次研究中预见性护理指引模式有效的降低了患者并发

症的发生率，同时有效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取得了良好效果，

说明预见性护理指引模式在临床应用中具有较好的效果与优

势值得临床进一步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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