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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定期家访对脊柱伤病出院患者康复的促进作用$方法
!

该院骨科收治的脊柱伤病患者

75

例!随机分为
.

组!对照组为
.#$.

年
$

&

$.

月出院的脊柱伤病患者
8!

例!家访组为
.#$"

年
$

&

$.

月出院的脊柱

伤病患者
8!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出院指导并预约定期回院复诊的方法对其进行康复指导&家访组患者在对照

组的基础上由专职医生%护士上门以定期家访的形式做好出院的家庭管理$家访时间节点为
5

个月!家访时间和内

容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量身制定$比较
.

组患者出院
5

个月后功能恢复%并发症发生率%自理能力%生活质量等效果$

结果
!

.

组患者出院
5

个月时相关并发症比较!家访组并发症发生率"

$5256O

#显著低于对照组"

6/2##O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W".2!/7

!

!

$

#2#/

#$

.

组患者出院
5

个月时功能障碍指数改善及生活质量评价结果比较!家访组

总有效率"

7/2!"O

#显著高于对照组"

6#2!"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W$#2!##

!

!

$

#2#/

#$结论
!

通过专职医生%

护士进行定期家访!能够促进患者康复!减少并发症发生率和致残率!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

脊柱伤病出院患者&

!

定期家访&

!

康复指导&

!

功能恢复&

!

生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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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每年死于车祸,因车祸致残

的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在车祸致残的病例中因脊柱骨折脊髓

损伤所导致的伤残尤为严重)

$

*

+另外农村基层劳动者由于自

身知识水平有限#加之没有经过严格的岗前技能培训#严重缺

乏自我保护意识以及个别企业设备老化,安全生产不达标等原

因#农民工因工致病,致残案例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

*

+同时我

国老龄化加剧#脊柱退变,增生而导致脊柱病变的人群逐年增

加)

"

*

+由于受经济条件限制#较多患者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就出

院回家修养+加之交通不便#制约了其定期复诊#导致患者出

院后缺乏专业指导,不能坚持有效功能锻炼而出现各种并发

症#甚至致残,致死)

8

*

+这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也给其家庭

带来沉重负担)

/

*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改变#注重人的整体全

方位的健康教育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延伸医院的服务职能,

做好患者家庭管理对患者的功能恢复,防治并发症#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及自理能力尤为重要+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住院

治疗的
75

例脊柱伤病患者#其中单纯胸椎骨折
$5

例#单纯腰

椎骨折
$8

例#胸椎合并腰椎骨折
.5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
.#

例#腰椎管狭窄并腰椎滑脱
$#

例+男
/!

例#平均年龄$

8/a

"2.

%岁(女
"5

例#平均年龄$

//a/2$

%岁+其中手术治疗
5!

例#保守治疗
.!

例+住院期间均未合并颅脑损伤及严重的内

科疾病+

$2/

!

分组方法
!

将患者分为家访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为
.#$.

年
$

&

$.

月出院的脊柱伤病患者
8!

例#家访组为
.#$"

年
$

&

$.

月出院的脊柱伤病患者
8!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

$2'

!

管理方法

$2'2$

!

出院前后指导内容
!

出院前由管床医师和责任护士做

好出院前评估#内容包括出院时患者的一般情况,神经损伤恢

复程度,能否坚持自主功能练习,有无并发症等#并存档保管+

对照组患者出院后进行常规的出院指导和预约定期回院复诊+

家访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由管床医师和责任护士负责其

家庭管理,定期到患者家中给予康复指导#出院时量身定做个

性化家访计划#包括家访时间和侧重内容每次家访时间根据病

情需要一般为
$

&

$2/:

#总次数根据病情恢复程度和伤病的自

然转归而定#一般以出院后
5

个月为家访时间节点+

$2'2/

!

家访内容
!

$

$

%心理疏导!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了解其

想法和需要#确定需要帮助患者解决的问题#力求取得患者及

家属的合作+$

.

%技术指导!家访者根据具体情况指导患者家

庭康复训练#并观察各项功能恢复的进度+$

"

%健康教育!做好

患者评估#对可能发生压疮的患者做好防范措施#如保持被褥

清洁,干燥,平整#必要时使用气垫床)

5

*

+教会患者及家属床上

翻身技巧#定时按摩受压部位皮肤#增加全身营养等+$

8

%指导

功能锻炼!指导患者进行正确,适量的功能锻炼以促进肢体的

功能恢复)

6

*

+$

/

%日常生活,饮食指导!多食虾皮含钙高的食

物(增加瘦肉,蛋类,鱼类,奶制品等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多食用

菠菜,油菜等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保证每天足够的饮水量#增加

全身营养#以促进身体恢复+$

5

%便秘的预防!营养知识宣教使

患者及家属理解合理饮食对康复有促进作用+病情允许时患

者可加强活动#促进肠蠕动)

!

*

+长期卧床患者可进行腹部按

摩#方法为以肚脐为中心#每次向左,向右各按摩
/#

次#早晚各

$

次+嘱患者多饮水#每日饮水量应在
$/##

&

.###I-

+

$21

!

评价方法
!

通过
Y>C;>@&

B

功能障碍指数评价表$

YRM

%

对患者出院前作详细评估#生活自理能力分为完全自理,大部

分自理,小部分自理,丧失自理#总有效率
W

$完全自理
X

大部

分自理
X

小部分自理%

r

总例数
h$##O

)

7($#

*

+

$22

!

评价标准
!

$

$

%相关并发症的诊断!压疮,肺部感染,泌尿

系感染,血栓性静脉炎等+$

.

%

YRM

评价患者出院
5

个月后各

项功能恢复情况+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软件
+%++$"2#

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使用
MaA

表示(

.

组间应用独立
6

检验(计数资料

-

7"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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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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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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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

.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

组患者并发症结果比较
!

.

组患者出院
5

个月时相关

并发症比较#家访组并发症发生率$

$5256O

%显著低于对照组

$

6/2##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W".2!/7

#

!

$

#2#/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

组别
*

无并发症例数$

*

% 并发症发生率)

*

$

O

%*

家访组
8! 8# !

$

$5256

%

"

对照组
8! $. "5

$

6/2##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2#/

+

/2/

!

.

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结果比较
!

.

组患者出院
5

个月

时功能障碍指数改善及生活质量评价结果比较#家访组总有效

率$

7/2!"O

%显著高于对照组$

6#2!"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W$#2!##

#

!

$

#2#/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结果比较

组别
*

完全

自理$

*

%

大部分

自理$

*

%

小部分

自理$

*

%

丧失

自理$

*

%

总有效率

)

*

$

O

%*

家访组
8! $# .. $8 . 85

$

7/2!"

%

"

对照组
8! . $# .. $8 "8

$

6#2!"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2#/

+

'

!

讨
!!

论

脊柱伤病患者很难做到按时定期回医院复诊检查#另外患

者理解接受知识能力相对较弱#造成一部分患者错过最佳的康

复时机#甚至出现各种并发症而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

危及生命)

$$

*

+做好个性化的家庭管理#对患者的康复,并发症

预防,提高生活质量#尽快重返社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

*

+

患者由医院回到家中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出院
$

周

内#应主动到其家中了解具体情况#如家庭状况#家人的理解能

力#是否备有简单的康复器械,设备等#家访者根据具体情况指

导患者家庭康复训练#并观察各项功能恢复的进度)

$"

*

+脊柱

伤病患者卧床时间长#尤其是老年患者#有发生压疮等并发症

的危险#所以要做好患者评估+肺部感染的预防!指导患者坚

持每天
8

&

5

次的深呼吸练习并进行有效咳嗽排痰#中医养生

认为白色入肺#饮食方面可以适当多食用一些润肺的食物$如

白萝卜,百合等%

)

$8

*

+泌尿系感染的预防!指导患者多饮水#高

位截瘫不能自主排尿患者出院前教会家属家庭清洁导尿的具

体操作方法#利用家访时间再次检查指导家属具体掌握情况#

继续给予帮助+血栓性静脉炎的预防!久病卧床的患者发生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概率增大#一旦发生则后果严重#甚至威胁生

命+所以一定要向患者及家属讲明严重后果#引起足够重视+

教会患者及家属具体的预防方法!如坚持下肢的主动与被动功

能练习#主动功能锻炼方面主要指导患者进行下肢踝泵练习,

股四头肌收缩练习等#每
$

&

.:$

次#每次
$#

&

.#IAG

(对于下

肢不能自主活动的患者给予被动活动#如下肢挤压式按摩

等)

$/

*

+通过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可以维持肢体的肌肉,关节

活动功能#能有效防止肌肉萎缩,关节僵硬或因静脉回流缓慢

而造成肢体远端肿胀#如双下肢踝泵联系,股四头肌收缩练习,

腰背肌功能锻炼等+骨科患者因为长期卧床缺乏活动#胃肠蠕

动减慢#食欲下降#摄入食物及水分减少#肠内容物不足以刺激

正常蠕动而出现便秘)

$5

*

+

本组通过长期临床实践表明#对于家庭康复护理延续到家

中进行#极大程度方便了患者#缩短患者与医师的距离#融洽医

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和医院的社会声誉+这种延伸医院服

务,家庭管理模式的定期家访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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