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沟通#让患者对病情有正确的认识#对恢复充满信心#以平静的

心态度过急性期+在急性期治疗结束后#患者会由于不同程度

残疾的遗留而感到失望,悲观#这种不良的心理因素会影响恢

复期的治疗效果+针对患者的心理特点#要主动,热情开导患

者#使患者既要认识到下一步治疗的艰巨性#又要对康复治疗

充满信心#以积极的态度进入康复治疗与锻炼之中+

''/

!

急性期的病情观察与护理
!

脑出血患者的出血一般在发

病
&3?

左右稳定#在出血后
&

!

4E

#由于脑水肿高峰的出现#

患者会出现病情的暂时加重#所以急性期的观察与护理非常重

要+主要观察指标为!神志,瞳孔,生命体征变化%入院的早期

应每半小时进行记录#稳定后在
&3?

内也应该每
"

小时记录
"

次+本组中有
*

例患者由于病情观察及时#发现意识障碍加重

后#及时复查
N0

#证实了出血加重而转入外科行手术治疗#挽

救了患者的生命)

"2&

*

+

'''

!

并发症的预防与护理

''''$

!

肺部感染
!

肺部感染是导致脑出血患者死亡的重要原

因之一#控制和预防肺部感染可以提高患者的疗效+脑出血后

肺部感染的主要原因为!颅内出血引起神经源性肺水肿#患者

由于吞咽障碍或者呕吐误吸导致吸入性肺炎#老年患者肺功能

不健全,卧床导致痰液聚积与支气管纤毛运动减弱出现坠积性

肺炎等+针对这些原因#经采取以下措施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

"

&及早给予持续氧气吸入#预防神经源性肺水肿的发生+$

&

&

为患者翻身拍背#利于痰液引流+$

4

&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清

除口腔分泌物#彻底吸痰#必要时气管切开+$

3

&每日沐舒坦雾

化吸入#裂解痰液+$

*

&通风换气#空气消毒#减少探视+

''''/

!

褥疮的预防
!

保持床铺平整干燥#无渣屑+根据诺顿

评分标准建立翻身拍背卡#每
"

!

&

小时翻身一次+按摩足跟,

髂前上棘与骶尾部#重点部位加放棉垫气圈+

''1

!

恢复期的护理
!

针对不同的患者制订不同的康复锻炼计

划#对于肢体功能障碍者#早期康复锻炼以被动为主#保持良好

的肢体位置#防止足下垂和内翻的发生+通过肢体按摩#促进

血液循环#减轻肿胀#缓解疼痛#促进肢体功能恢复+随着肢体

肌力的恢复#则以主动运动为主#鼓励患者进行移动和动作训

练#在康复过程中应注意循序渐进#避免过量造成伤害+对于

语言功能障碍者#联系日常生活进行恰当的语言训练+

''2

!

健康教育
!

高血压脑出血的预防要重于治疗#但是由于

保健与预防意识的薄弱#多数患者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研究

表明#保持血压的稳定#控制高血糖,高血脂#是减少脑出血发

病率的关键+所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保健意识#加强健康教育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老年人要定期测量血压,按时服药,合理

饮食,放松心态,适当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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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髋螺钉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的康复护理

黄久莉"四川省大竹县人民医院外科
!

+4*"((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动力髋螺钉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康复护理的方法和效果%方法
!

采用动力髋螺钉治

疗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
!&

例!按术前&术后
*

个阶段康复护理程序进行系统的康复护理训练!观察护理效果%结果

!&

例患者随访
)

!

&3

个月!骨折全部愈合!髋关节功能判定!优
&*

例!良
3(

例!中
+

例!差
"

例!优良率
,('45

%结

论
!

对动力髋螺钉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前&术后实施系统的康复护理!能促进髋关节功能的康复%

"关键词#

!

动力髋螺钉#

!

股骨粗隆间骨折#

!

康复护理

!"#

!

$%&'()(

"

*

&+,,-&$)./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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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髋螺钉是目前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理想的方法之

一)

"

*

+本院骨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用动力髋螺钉

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
!&

例#取得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骨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用动

力髋螺钉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
!&

例#其中男
3+

例#女
&+

例#年龄
43

!

,(

岁+按北京军区总医院分型标准分型)

"

*

!顺粗

隆骨折
+!

例#其中
&

型
*

例#

'

型
&(

例#

"

6

型
&+

例#

"

1

型

,

例#

*

型
!

例%逆粗隆骨折
*

例+合并疾病!高血压
&(

例#其

中伴高血压心脏病
*

例%糖尿病
+

例#慢性支气管炎
3

例#同时

合并两种疾病
*

例+

$'/

!

方法
!

通过口头宣教,让患者及家属阅读书面资料,示范

操作等方法分阶段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康复指导+康复护理程

序如下!$

"

&第
"

阶段$术前&+

2

患者的心理康复+随着医学

模式的转变#心理护理越来越受到重视)

&

*

#鼓励患者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以最佳心理状态主动配合治疗,康复+发放书面

健康宣教资料#向患者及家属讲解治疗,康复的简单过程及配

合要求#取得患者的重视+

3

提高心,肺功能储备力#增强骨骼

应力+健肢体疗训练和呼吸训练#每次上肢伸屈活动
"(

!

&(

次#健侧下肢直腿抬高
*

!

"(

次#抗阻运动
"(

次#扩胸运动
"(

次#叩胸部
&(

次#每天运动不少于
4

次#合计运动时间不少于

4(A>C

"

E

+$

&

&第
&

阶段$术后
"

周内&+

2

严密观察病情变

化+观察患者神志,生命体征变化#患肢伤口敷料情况#患肢保

持中立位#观察肢端皮肤温度,色泽,肿胀,感觉,运动情况#观

察患肢足背动脉搏动情况+有伤口负压引流者#保持伤口负压

引流管的通畅#观察伤口负压引流液的量,颜色,性状并记录+

3

并发症的预防+

;'

预防肺部感染!指导并鼓励患者深呼吸#

有效咳嗽,咳痰%协助患者翻身#叩击背部#使痰液易于排出#痰

液黏稠者遵医嘱予每天雾化吸入
&

次%根据患者的体质#鼓励

其在床上坐起#协助在床上做扩胸运动#增加肺活量+

<'

预防

下肢深静脉血栓!说服患者戒烟#避免烟草中尼古丁刺激引起

静脉收缩#增加血液黏稠度%按摩双下肢促进血液回流%早期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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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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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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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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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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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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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踝关节主动运动保持肌肉张力%避免在患肢静脉输液+

@'

预防压疮!患者入院即给予气垫床%术后去枕平卧
+?

后#协助

患者每
&

小时
4*k

翻身
"

次%定时按摩骨突部位#加强皮肤护

理+

E'

预防泌尿系统感染!术后尿潴留可引起尿路感染)

4

*

#应

及时解除%留置导尿者#每天用聚维酮碘棉球消毒尿道口
&

次%

鼓励患者多饮水%翻身时注意导尿管的位置不高于耻骨联合#

防止尿液倒流逆行感染+

4

功能锻炼+麻醉清醒后#指导患者

进行患肢趾关节主动屈伸运动及健肢的主动运动%指导家属从

足跟开始做压力递减的患肢小腿肌肉挤压运动#每次
"(

!

"*

A>C

#

4

次"天%手术
+?

后#每
&

!

3

小时翻身
"

次%术后引流管

拔除后#指导患者开始行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运动及踝关节屈伸

锻炼#每次
*A>C

#开始
4

次"天#以后逐渐增加次数和延长时

间%手术后第
4

天开始指导患者在床上逐渐进行膝,髋关节被

动屈伸运动#每次
4(A>C

#

&

次"天+$

4

&第
4

阶段$术后
&

!

3

周&+在进行上述训练的同时逐渐扩大活动范围#由被动运动

向主动运动过渡+术后第
&

周开始#给患者做
,(k

范围内的关

节功能训练机训练#每次
4(A>C

#

"

次"天%第
4

周开始仰卧位

直腿抬高运动#患肢抬高小于
4(k

#每次
*A>C

#

4

次"天#逐渐增

加次数和延长时间%第
3

周开始练习床边坐#将患者双足自然

垂于床边#坐在床上主动屈,伸膝关节#并行患肢外展练习%在

患者体力许可范围内参与进食,梳洗,穿衣,床上排便活动+

$

3

&第
3

阶段$术后第
*

!

)

周&+进行站立,负重,行走训练#原

则是早活动#迟负重+术后第
*

周开始#根据患者的年龄,身体

状况,内固定情况#扶双拐,助步器或在双人搀扶下练习患肢不

负重站立%第
+

周后
X

线片复查示骨痂形成#可允许患肢借双

拐部分负重%术后第
)

周#根据
X

线片检查骨痂生长情况#增

加双下肢交替负重的主动运动练习以及缓慢的原地踏步练习#

以增加负重肌肌力#并做髋步肌肉的抗阻屈伸训练%

X

线片示

骨折端愈合后才能允许患肢完全负重#盲目地过早负重将延长

功能恢复时间#并可能导致内固定的松动,断裂)

3

*

+$

*

&第
*

阶

段$术后
&

!

4

个月&+为康复维持期#以患者伤前功能独立的

程度为目标#在患者安全范围内进行训练#如穿脱衣裤,鞋袜#

自行如厕#从事日常家务劳动#以逐步恢复到骨折以前的水平#

并定期复查+

$''

!

髂关节功能评定$

O;FF>9

评分&

!

参照参考文献)

*

*进行+

/

!

结
!!

果

术后随访
)

!

&3

个月#骨折均愈合#

+,

例术后
+

!

"&

个月

愈合#

4

例术后
"'(

!

"'*

年愈合+髋关节功能评价!优
&*

例#

良
3(

例#中
+

例#差
"

例#优良率
,('45

+伤口感染
&

例#经换

药后愈合#

4

例轻度髋内翻#无内固定断裂,弯曲等并发症+

'

!

讨
!!

论

''$

!

动力髋螺钉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优势
!

动力髋螺钉系

统结构上滑动螺钉和侧钢板将骨折远近端牢固固定#抗弯强度

大#同时允许折端间嵌压#恢复内侧的内稳定性#并发症少#目

前认为是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理想方法之一)

*

*

+本组病例

结果优良率为
,('45

#更进一步肯定了动力髋螺钉治疗股骨

粗隆间骨折的优势+

''/

!

早期康复功能锻炼有助于减轻患者疼痛,肿胀#预防各系

统并发症
!

通过早期被动,主动肌肉收缩运动#促进肢体的血

液,淋巴循环#利于淤血吸收#肌肉和骨骼的营养状况得以改

善#从而减轻肿胀,疼痛#防止关节粘连及僵硬,肌肉萎缩,骨质

疏松,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术后患者早期坐起#有利于肺部痰

液咳出#避免肺部感染%排尿相对顺畅#减少膀胱尿液潴留#避

免泌尿系统感染%定期翻身#减轻同部位长期压迫#降低压疮发

生+

'''

!

分阶段按程序指导康复功能锻炼有利于髋关节功能康

复
!

良好的康复治疗始于术前#完整的康复护理贯穿于整个治

疗过程#包括良好的沟通,术前康复治疗指导,术后因人因病而

异的康复方案+本组康复护理遵循程序与个体化结合的原则#

针对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特点及个体差异#制订不同阶段的康复

护理方案+由于本组康复护理有程序,有目标#患者依从性好#

髋关节功能恢复良好#判定结果优良率为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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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将心理护理贯穿到手术室护理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切实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全方位护理

服务%方法
!

要求护士整体看待患者!既帮助患者解除躯体病痛!又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重视心理&文化层次&社

会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结果
!

为缩短疗程!获得真正意义的,健康-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使其在精神上得到安慰

和支持!解除其思想顾虑!从而达到促进手术的顺利完成%结论
!

现代护理模式要求实施,以患者为中心-的整体护

理!手术室护理也已由单纯的手术期配合过渡到围术期的整体护理
'

"关键词#

!

心理护理#

!

手术室#

!

现代护理模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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