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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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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

!"#'."%.#&

%

!临床探讨!

心理刺激干预对老年骨折患者预后影响的研究

张
!

雪!方艳君

"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骨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采用心理刺激干预对老年骨折患者的负性心理状态的影响!并观察其预后情况$方法
!

选取该院老年骨

折患者
##,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

例给予常规手术治疗!干预组
'!

例给予正性心理刺激干预$采用汉密顿焦虑及抑郁量

表"

C/O/

#进行评分比较!并观察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及短期预后情况$结果
!

骨折痛苦"

E:f#)+,!

#&生活不能自理"

E:f

!)#+%

#&家庭负担"

E:f!)"&&

#为
C/O/

量表评分的独立影危险因素"

!

$

")"$

#$干预组老年患者的
C/O/

焦虑评分低于对

照组!治疗依从性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组老年患者随访结束后并发症发生数少于对照组!再住院

数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骨折痛苦&生活不能自理&家庭负担为
C/O/

量表评分的独立影响因素

"

!

$

")"$

#$正性心理刺激干预能明显改善老年骨折患者的负性心理状态!改善预后$

关键词"老年'

!

骨折'

!

负性心理'

!

预后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老年人群随年龄增大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易出现

骨脆性增加及骨折#主要表现为骨量下降及骨组织微结构破

坏#以髋部骨折危害最大#死于各种并发症者达
#"*

!

!"*

(

#.!

)

*老年人群在骨折突发时#受到重大应激源刺激出现

焦虑'烦躁'失眠'抑郁等负性心理状态*究其原因众多#肢体

伤残后引起的生活不能自理#自我形象紊乱#生活质量的下降&

给家人造成的经济负担或心理负担&术后恢复不良#生理机能

的减退等&对社会环境适应能力降低导致的落差#均会导致负

性心理出现(

&.$

)

*现代医学认为心理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的过

程极为重要#通过有效的干预#能够改善患者的病理状态(

'

)

*

本文对老年骨折患者的负性心理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有

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对患者心理状态的改善及预后情况进

行分析#为老年患者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因

各种原因导致骨折的老年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平均年龄$

+()%#_,)&(

%岁&跌倒伤
%'

例#坠落伤
!(

例#车祸

伤
%&

例&脊柱骨折
#!

例#骨盆骨折
#&

例#上肢骨折
!%

例#下

肢骨折
'(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

例给予常

规手术治疗#干预组
'!

例给予正性心理刺激干预*两组患者

均接受常规手术治疗#其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等基本资

料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心理刺激干预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耐心

听患者的倾诉#针对性进行心理疏导#向患者讲明手术治疗方

法#并鼓励患者给予赏识性的语言*解除患者的恐惧心理#争

取其主动配合*其次#了解老年患者的兴趣爱好作为干预措施

的核心#通过与患者涉及家庭'职业'文化'社会关系等众多内

容的聊天#寻找能够令患者投入'兴奋'幸福的正性刺激因素#

详细记录#定期通过话聊及相关辅助物品与患者进行相关方面

的交流#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有强烈的存在感及归属感*同

时#护理人员通过换位思考的训练#在对患者功能锻炼时积极

的沟通#采用表扬'欣赏的词语令患者提高幸福感*最后#与家

属加强沟通#督促家属陪护并协助功能锻炼#采用鼓励性话语#

提高老年患者的幸福感及家庭归属感*

$)'

!

评价指标
!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

C/O/

%量表进行评

分(

+

)

#包括焦虑心境'认知功能'谈话表现'各系统症状等共
#%

条项目#为
"

!

%

分五级评分法#总分
$'

分#分数越高代表程度

越严重&总分大于或等于
!(

分为严重焦虑#

&

!#

分为中度焦

虑#

&

#%

分为轻度焦虑#

&

+

分为可能焦虑#

$

'

分无焦虑*患

者配合治疗及功能锻炼的依从性研究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共计

#!

条项目#分为完全依从'部分依从'不依从*两组患者短期

预后包括感染'静脉血栓'褥疮等并发症情况及再住院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UHH#+)"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2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C/O/

量表评分为因变量#将各影响因素与其作

U72=<13

相关性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2>O7:R4;3

!

G?4

5

!"#'

!

[14)#&

!

L1)#&



/

!

结
!!

果

/)$

!

负性心理影响因素
!

相关性分析显示骨折痛苦'生活不

能自理'形象紊乱'家庭负担与
C/O/

焦虑量表评分具有相

关性$

!

$

")"$

%*身体功能退变'经济负担'社会关系影响也

与
C/O/

焦虑评分无相关性$

!

%

")"$

%*将具有统计学意义

的四项指标纳入
N1

A

;<8;@

多元回归#显示骨折痛苦$

E:f

#)+,!

%'生活不能自理$

E:f!)#+%

%'家庭负担$

E:f!)"&&

%

为
C/O/

量表评分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

/)/

!

两组患者的
C/O/

焦虑评分比较
!

针对负性心理的调

研#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性措施#干预组老年患者的
C/O/

焦

虑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干预效果比较

组别
'

C/O/

$分#

O_<

%

治疗依从性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对照组
$' ##)#$_%)!, #% &# ##

干预组
'! +)+(_&)($ $$ $ !

2

"

!

!

%)%& %()#(

!

$

")"#

$

")"#

/)'

!

两组患者干预后并发症发生及再住院情况比较
!

老年骨

折患者由于行动受限极易出现呼吸系统感染'泌尿系统感染'

静脉血栓'褥疮'便秘等并发症#严重者需再次住院治疗*干预

组老年患者随访结束后并发症发生数少于对照组#再住院数少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预后干预后并发症发生及再住院情况比较#

'

$

组别
'

并发症

呼吸系统感染 泌尿系统感染 静脉血栓褥疮便秘
再住院

对照组
$' % $ ! % & #&

干预组
'! #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本次研究对老年骨折患者负性心理的调研中#发现老年患

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性心理#相关因素众多#骨折痛苦'生

活不能自理'家庭负担为
C/O/

量表评分的独立影响因素*

其中生活不能自理及家庭负担的影响程度超过了疾病本身带

来的痛苦#由于老年患者是易敏感人群#存在丧偶'儿女不在身

边的情况#其幸福感及家庭归属感较低#在因疾病丧失自理功

能后#极易出现失落'挫败'绝望的负面情绪#表现为不配合治

疗'功能锻炼不积极#甚至自暴自弃轻生(

,

)

*在干预过程中应

当首先与患者家属积极沟通#为老年患者塑造一个和谐的人际

氛围#加强家庭成员间的体贴关心#让家属了解疾病的治疗过

程#积极参与进来#家人的鼓励往往是老年患者疾病康复的决

定性因素(

(

)

*从本次研究可以看出#干预组的
C/O/

评分明

显降低#说明干预的确能够降低患者的焦虑心理#有利于患者

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对于骨折本身造成的痛苦#应在临床治疗护理中重点关

注#加强对患者疼痛的监护及时处理#协助患者调整体位'放松

呼吸#并给予鼓励性的话语*疼痛往往影响了老年患者的睡眠

质量#可以采取放松训练'音乐治疗等方式舒缓心情(

#"

)

*在功

能锻炼时保证医护人员或家属的全程陪同#以表扬性的话语给

予鼓励*对于其他影响程度较小的因素也给予积极的干预措

施#每日为患者梳洗保持良好的形象#对于存在经济困难的患

者给予一定的支持#并鼓励患者的亲朋好友探望#均对老年患

者的康复具有积极的影响*

本次研究通过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以发现患者的焦

虑量表评分明显降低#对治疗护理工作依从性明显加强#进而

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出现#降低了再次住院的困扰*老年患者

有其心理及生理上的特殊性及复杂性#心理原因对疾病的康复

影响极大#通过干预使其激发自身主观能动性'保持乐观的情

绪#积极配合治疗及功能锻炼#均有益于老年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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