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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四肢骨折患者护理效果及预后的影响 
宋珊珊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江苏苏州  215010 

摘要：目的 分析在对四肢骨折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将综合护理干预展开运用的作用。方法 纳入患者为 2020 年 3 月至 12
月所接诊患者中随机抽选 80 例，结合组内盲选的方式，取 40例患者，在治疗中展开常规护理，即对照组，剩下患者在护理时
则需要将综合护理干预展开运用，即观察组。分析护理效果。结果 结合对患者在治疗期间的生活质量、四肢功能恢复情况以
及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论 在对四肢骨折患者进行护理时将综合护理干预展开运用，可以有效保
障对该部分患者的护理效果，促进患者恢复。 
关键词：综合护理干预；四肢骨折；预后 

 

四肢骨折为当前最为常见的骨折类病症，多因意外性事

故所导致，对患者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较大。在对该部分患者

进行治疗期间，为促使患者四肢功能可以尽快得到恢复，在

优化手术方案的基础上，更需要从护理干预的角度出发，促

进患者进行恢复。将综合护理干预运用到该部分患者治疗中

逐步被临床所重视
[1-2]

。本研究就对该护理模式的具体效果进

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患者为 2020 年 3 月至 12 月所接诊患者中随机抽选

80 例，结合组内盲选的方式，取 40 例患者，在治疗中展开

常规护理，即对照组，剩下患者在护理时则需要将综合护理

干预展开运用，即观察组。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中包括

有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龄分布在 34—64 岁间，

对应中值为（48.34±1.38）。而观察组中则存在有男性患者

21 例，女 19 例，年龄分布在 35—65 岁间，对应中值为（49.83

±1.77）。对比以上数据，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的期间对应护理干预工作均

结合临床对应规定进行展开，护理人员需要大致为患者讲解

手术的流程以及在恢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等，并告知患

者当前治疗方案在促进其恢复过程中的有效性，及时关注患

者骨折部位的变化情况，分析是否存在有异常。而在对观察

组患者进行护理时则需要将综合护理干预展开运用，干预措

施如下：（1）心理干预。因病症发生多较为突然，且四肢骨

折将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生活。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出

于对自身恢复情况的担忧，该部分患者难免会存在有不同程

度的负面心理，表现为焦虑、紧张等。护理人员在护理的过

程中则需要及时展开有效的心理疏导工作，引导患者将负面

心理进行倾诉，并指导患者以正确的心态面对病症，确信只

要配合好各方面治疗自然可以得到恢复。（2）术后护理。在

手术后，护理人员可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冰敷等处

理，单次治疗时间为 30 分钟，可以达到缓解骨折部位疼痛、

消肿的作用。且需要做好对应疼痛护理工作，指导患者通过

对自身注意力进行转移的方式，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且在

对患肢进行包扎的过程中，需要对包扎力度合理进行控制，

以免出现包扎过紧的情况，在影响到手术部位血液循环的同

时，更会促使患者产生不适感。（3）康复锻炼。在患者各方

面生命指标均稳定后则可以指导患者进行康复锻炼。可先对

患肢进行红外线照射治疗，达到改善患肢体血液循环的作用。

同时，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散步或者四肢的被动活动等，达到

促进四肢受损功能进行恢复的目的。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生活质量、四肢

功能恢复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对比。若患者在治疗后，四肢

功能完全得到恢复，不存在患肢肿胀等情况，则为优。若在

治疗后，患者四肢功能显著得到改善，肿胀程度显著缓解，

则良好。若治疗后患者四肢功能未完全得到恢复，且在恢复

过程中并发症较为严重，则为差。其中生活质量需借助 SF-36

量表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对应数据都按照 SPSS19.0 进行处理，结合百分数

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测，而对应计量数据则运用均值±

标准差表示，t检测，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四肢功能恢复方面，观察组 34 例为优，6例为良好，

对照组中 28 例为优，10 例为良好，2例为差，对比 X
2
=10.873，

P=0.001<0.05。在生活质量上，观察组为（78.46±2.17），

对照组则为（64.23±2.01），对比 t=12.377，P=0.001<0.05。

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为 95.00%（38/40），对照组则为

80.00%（32/40），对比 X
2
=11.263，P=0.001<0.05。 

3 讨论 

四肢骨折的临床发生率一直较高，且该部分患者恢复速

度相对较慢，为促使患者四肢功能可以达到有效恢复，能够

在术后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更需要在对该部分患者治疗的过

程中展开有效的护理干预工作
[3-4]

。 

综合护理干预为当前临床实施率较高的护理形式，结合

患者的治疗情况为患者展开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以为患者

四肢功能的恢复奠定有效基础。结合本次观察可见，在综合

护理干预的作用下，确实可以有效增加对该部分患者的护理

效果，促使患者四肢功能得到恢复。 

总之，在对四肢骨折患者进行护理时可以将综合护理干

预进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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