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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分析循证护理在股骨粗隆间骨折病人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本次研究的起始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 月，选择在我院接受子治疗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 56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入组成员，通过抽签的方式将
其进行分组，分为了对照组（n=28）和观察组（n=28），对照组通过常规护理模式进行护理工作，观察组通过循证护理模式
进行相应的护理工作，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于
发生了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患者，在经过循证护理模式的护理干预下，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更加理想，应该得到临床的大力
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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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髋关节骨折中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骨折就是股

骨粗隆间自骨折，这个骨折发生的部位时在患者的股骨颈基

底部到患者小粗隆水平之间的位置。在对发生该疾病的患者

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大多数患者都能痊愈，但是对于老年患

者其预后的情况并不理想，因为患者的年龄过大，身体各项

机能退化，骨质流失较多，对治疗后的康复造成了一定影响，

所以优质的护理干预在治疗的过程中显得极为重要
[1]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起始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 月，选择在我院接受子治疗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 56 例

作为本次研究的入组成员，通过抽签的方式将其进行分组，

分为了对照组（n=28）和观察组（n=28），对照组中患者的

男女数量比值为 14：14，该组患者的年龄区间范围在 41 岁

至 78 岁之间，平均（64.96±6.45）岁；观察组中患者的男

女数量比值为 15：13，该组患者的年龄区间范围 42 岁至 77

岁之间，平均（64.58±6.34）岁。将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进

行对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有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于处于对照组中患者，主要通过常规护理模式进行相

应的护理干预，包括了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健康指导，帮助患

者进行康复训练等。 

1.2.2 观察组 

对于处于观察组中的患者，其主要是根据循证护理模式

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操作，其护理工作开展的具体内容如下：

①在患者入院之后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仔细的评估，根据患者

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并根据以往的治疗经验，

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情况进行预防。②根

据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循证问题，通过查阅相关文

献的方式进行调查，同时以患者实际的身体体征情况为主要

依据，进行相关问题的解决。③在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前对患

者出现的骨折情况进行评估，了解患者是否出现了其他合并

疾病，同时因为患者的心理情况并不理想，需要对患者进行

相应的心理咨询和疏导，让患者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进行配合

治疗。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健康知识教育，让患

者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到该疾病的相关事项，同时需要将治

疗的流程对患者进行讲解，帮助患者树立更加强大的自信心。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包括了患者护理后髋关

节功能状态（总分值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关节功

能越理想）和疼痛评分（总分值为 10 分，分数越小表示患者

的疼痛程度越低）。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经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 

髋关节功能：观察组为（95.78±2.63）分，对照组为

（85.15±2.41）分；疼痛评分：观察组为（1.51±0.22）分，

对照组为（3.68±0.31）分，（x2
=15.768，30.206，P=0.000，

0.000）；观察组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在临床治疗上，对于发生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患者进行治

疗的难度并不高，患者在进行治疗时可以根据其骨折的实际

情况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例如进行保守治疗、款关节置换

以及切开复位内固定等方式。但是因为骨折患者其特殊性，

出现合并症的情况较多，对其进行护理工作的难度更高
[2]
。 

循证护理模式以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解决为主要目的一

种新兴的护理工作方式，循证护理通过更加严谨护理模式，

对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帮助患者获

得更加理想的治疗效果
[3]
。同时该模式下进行的护理工作，

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

得到了提升。相较于传统的护理工作模式，患者能够获得更

加优质的护理，同时患者的恢复进程得到了快速提升
[4]
。在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通过循证护理模式进行的相关护理

干预措施，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更加理想。 

综上所述，对于发生了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患者，在经过

循证护理模式的护理干预下，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更加

理想，应该得到临床的大力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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