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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探究专科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在慢性伤口患者中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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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总结与探究专科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在慢性伤口护理应用价值。方法：观察对象为医院伤口门诊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接收慢性伤口患者，共计 80 例，依据患者就诊时间分组，2020 年 11 月后收治 40 例患者设为试验组，开

展专科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管理模式，2020 年 11 月前收治 40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沿用传统管理模式。结果：试验组患者

管理后 3个月伤口基本全部愈合，愈合时间均值短于对照组（P<0.05）；经护理管理满意调研表评估可知，试验组持不满意态

度 1例，低于对照组，满意度 97.50%，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慢性伤口管理中开展专科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模式，

可缩短创口愈合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管理优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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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伤口诱发因素较多，主要指因多种因素导致伤口4-8

周仍未愈合，常见于压力性损伤、糖尿病足等疾病，临床具

有病因病机复杂、病程长、根治难度大，合并症多等特异性

表现，为临床护理护理开展重点及难点问题
[1]
。随着近年护

理模式优化，多学科诊疗模式被确立起来，坚持以患者为服

务中心，以专科护士为主导，联动其他学科，组建优质护理

团队，针对慢性伤口在内疑难病症进行讨论，制定针对性护

理方案，充分契合患者机体所需，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受到

临床学者高度关注
[2]
。现研究笔者特针对专科护士为主导多

学科团队于慢性伤口护理有效性进行探讨，旨在为临床护理

工作开展提供经验参照，如下实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对象为医院伤口门诊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

接收慢性伤口患者，共计 80 例，依据患者就诊时间分组，2020

年 11 月后收治 40 例患者设为试验组，涉及男性资料 20 例，

涉及女性资料20例，年龄区间42-87岁，均龄（69.45±10.55）

岁，原发疾病包括：放射性皮炎 5例，术后难愈伤口 16 例，

糖尿病足溃疡 2例，下肢静脉溃疡 2例，压力性溃疡 10 例，

肿瘤破溃感染 5例；2020 年 11 月前收治 40 例患者设为对照

组，涉及男性资料 21 例，涉及女性资料 19 例，年龄区间 45-89

岁，均龄（69.26±10.12）岁，原发疾病包括：放射性皮炎

3例，术后难愈伤口 23 例，下肢静脉溃疡 3 例，压力性溃疡

9 例，肿瘤破溃感染 2 例；统计比对 2 组慢性伤口患者上述

资料，存在比对价值（P>0.05）。 

1.2 方法 

试验组开展专科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管理模式；（1）

组建护理部伤口管理小组，主要成员包括骨科医师 1 人，内

分泌科医师 1 人，普外科医师 1 人，皮肤科医师 1 人，营养

师 1 人，造口治疗师 1 名，造口伤口专科护士 7 人，组长 1

人；于护理开展之前，加强岗位培训教育，明确慢性伤口护

理问题，明确组内成员职责划分，加强专科护士再教育，提

高其综合素质。（2）开展多学科会诊模式，专科护士针对不

同慢性伤口患者机体状况及诊疗需求等，组织小组成员对患

者病情进行多学科会诊，小组成员共同查房，客观评估患者

创口情况，了解伤口难愈发生因素，共同商讨伤口处理办法，

于患者会诊过程中，小组成员加强与患者沟通，给予患者健

康评估，了解患者皮肤状况、内分泌情况及自我管理能力等，

制定针对性创口护理对策
[3]
。（3）专科护士依据多学科会诊

情况，给予患者伤口管理，详细记录患者换药情况及创口愈

合情况
[4]
；专科小组开展质量监控制度，定期针对专科护士

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汇报及总结，及时发现护理问题，制定持

续质量改进对策。 

对照组沿用传统管理模式，按照常规伤口护理流程进行

伤口清创、消毒、止血、包扎，遵医嘱换药。 

1.3 评价标准 

（1）观察伤口愈合时间，以伤口被上皮完全覆盖为愈合

标准，观察伤口愈合时间，伤口治愈率计算公式=伤口愈合例

数/40×100％。 

（2）采用自拟护理管理满意调研表，于患者伤口愈合后

针对伤口护理满意度进行量化评估，主要包括换药管理、基

础操作、感染防控等维度，满分为 100 分，若满分≥90 分即

为十分满意；若满分 70-89 分即为一般满意；若总分≤69 分

即为不满意，满意度计算公式=（十分满意+一般满意）/40

×100%。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校验采用 SPSS24.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

描述，配对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用（%）描述，配对卡方检

验，将 P<0.05 设为统计学差异标准值。 

2 结果 

2.1 两组慢性伤口愈合效果统计 

试验组患者护理管理后 3 个月伤口基本全部愈合，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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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均值短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慢性伤口愈合效果统计 [n/%, sx  ,d] 

组别 n 半个月 1 个月 2 个月 3 个月 4 个月 愈合时间均时(天） 

试验组 40 10.0% 60.0% 87.50% 100.0% 100.0% 25.16±6.38 

对照组 40 2.50% 30.0% 72.50% 93.70% 100.0% 34.04±9.07 

X2/t 值       5.065 

P 值       0.000 

2.2 两组患者护理管理满意度调研结果比对 

经护理管理满意调研表评估可知，试验组持不满意态度

1 例，低于对照组，满意度 97.50%，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管理满意度调研结果比对 [n/%] 

组别 n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40 26 13 1 97.50% 

对照组 40 11 20 9 77.50% 

X
2
     8.889 

P 值     0.003 

3 讨论 

慢性伤口为临床护理常见疑难问题，主要因多种因素，

例如外科创伤、糖尿病足、慢性溃疡等因素导致伤口无法正

常愈合；据流行病学研究数据显示，慢性伤口发生因素与年

龄增加具有直接关联，伤口愈合多超过 2 周，病程较长，增

加患者治疗负担，易导致不良医患纠纷情况发生，为临床护

理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专科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护

理模式整合医疗资源，加强多学科配合，制定优质护理干预

对策，针对慢性创口发生因素进行病例分析，促进各学科之

间的沟通，了解伤口难以愈合发生因素，制定全面性、细节

性、连续性的护理干预对策，由各学科专家把控护理方向，

由专科护士落实，实时监测伤口愈合情况，不断优化护理管

理对策，缩短伤口愈合时间，于临床工作开展时，通过加强

专科护士与营养科、内分泌科、皮肤科医师的沟通，了解患

者全面护理需求，提高护理质量，有助于提高患者护理满意

度
[5]
。研究观察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伤口管理后 3 个月伤

口基本全部愈合，愈合时间均值短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专科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模式整合

医疗资源，加强专科护士专业技能，考虑慢性伤口影响因素

较多，开展团队分工，加强岗位内培训教育，建立优质管理

小组，优化有限的医疗资源，不局限于对症护理，联动多学

科专家，分析伤口愈合不佳因素，加强医护合作，制定契合

患者机体状况的伤口护理对策，以专科护士为操作人员，于

短时间内促进伤口愈合为目标，确保护理开展针对性、连续

性及目的性，提高伤口管理质量。经伤口管理满意调研表评

估可知，试验组持不满意态度 1 例，低于对照组，满意度

97.50%，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专科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模式充分调动医护人员与患者之

间的沟通，依据不同伤口管理需求，予以患者医疗关怀，有

效防控医源性感染，缩短住院时间，减少治疗费用，提高患

者对医务人员专业性的认可，利于构建良好医患关系。 

综上，慢性伤口管理中开展专科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

模式，可缩短创口愈合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管理优势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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