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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早期康复训练联合情志护理对胫骨骨折患者骨折愈合及精神状态的影响&方法
!

将
$,%

例胫骨骨折患

者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各组
(+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早期康复训练联合情志护理!比

较两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精神状态及生活质量情况&结果
!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有效率为

$))&)).

!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

!低于对照组"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观察组患者的焦虑及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结论
!

早期康复训练联合情志护理能够有效促进胫骨骨折患者的骨折

愈合!减少并发症!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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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骨折在临床上较为常见#而且往往伴有半月板和韧带

的损伤#对患者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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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对于胫骨骨折的治疗主

要采取外科手术)

%

*

#临床效果显著优于保守治疗'然而#术后

患者经常发生畸形愈合(膝关节僵硬等并发症#严重影响以后

的生活'因此#对胫骨骨折患者给予术后早期康复训练及有效

的护理具有重要意义)

*

*

'本研究采用早期康复训练联合情志

护理对胫骨骨折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取得了较佳效果'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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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接受

治疗的
$,%

例胫骨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自愿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按就诊顺序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各
(+

例'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平均$

*,&$U(&*

&岁%骨折原因!交通事故
'*

例#坠跌
$-

例#滑

倒
$)

例#其他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U(&+

&岁%骨折原因!交通事故
',

例#坠跌
$(

例#滑倒
$)

例#其他
'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及骨折原因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接受胫骨骨折的常规护理#观察组患

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以早期康复训练及情志护理措施'

$&/&$

!

常规护理
!

处理患肢!合理增加病人患肢弹力绷带的

压力#通过冰敷的方式发挥止血(降低疼痛的效果'健康宣教!

指导患者遵循高蛋白(低糖(高热量的饮食原则#指导进行排痰

训练'防止并发症!术后通过抗生素抗菌治疗#注意患者切口

是否存在肿胀(疼痛的状况#定时测定体温(更换敷料'做好患

者的皮肤护理#预防压疮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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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康复训练
!

对于软组织损伤不严重(术后不存在

肿胀状况的胫骨骨折患者#术后
$?

就可展开被动训练'对于

软组织损伤较重(术后存在肿胀(切口缝合有张力的患者#则需

要在肿胀状况消失后方可展开被动训练'在进行被动训练时#

需将包扎敷料移出#训练的力度必须在患者的可承受范围内#

合理提高运动角度'根据患者的恢复情况#

(?

后可进行屈曲

膝关节主动训练#待切口愈合可增加活动范围#

+

周后才可进

行主动伸膝的训练'同时#为避免肌肉出现萎缩#要加强对髋

关节(股四头肌的肌力训练'

+

周后根据胫骨骨折的愈合情况

可适当负重#待骨折彻底愈合方可完全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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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志护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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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呼吸'患者静坐#自然放松#通过

深呼吸并吐,嘻-(,叹-(,嘘-等字发挥养心(护脾(保肝的作用#

使病人保持良好的心态(减轻胫骨骨折术后疼痛'$

%

&话语支

持'评估患者的精神状态#根据不同的患者实施个性化的护

理'护理过程中通过心理疏导(鼓励安慰(满足合理要求来改

善患者不良情绪#并引用胫骨骨折康复实例来增强患者治疗的

信心'$

*

&松弛训练'指导患者对头颈部(四肢(胸腹部展开收

缩
1

放松训练#训练期间可以配合播放舒缓的音乐#从而起到调

畅气机(减轻疼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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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评价
!

参考刘永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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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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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痊愈'

症状体征消失#骨折愈合良好#肢体功能正常#无后遗症'$

%

&

有效'症状体征明显好转#骨折愈合较为理想#肢体功能大幅

恢复#轻微后遗症'$

*

&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好转#骨折愈合

不理想#肢体功能恢复较差'有效率
\

$痊愈
d

有效&"总例

数
f$)).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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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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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观察术后患者畸形愈合(膝关节

僵硬(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并统计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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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状态!通过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0X0

&评分和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

!0XS

&评分掌握护理干预前后患者的焦虑及抑

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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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通过生活质量健康调查简表$

X]N

NR1*+

&了解护理干预前后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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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NN$*&)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用
LU=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8

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
!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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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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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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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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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愈合情况
!

观察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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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骨折愈合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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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发症
!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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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于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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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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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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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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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愈合 膝关节僵硬 深静脉血栓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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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状态
!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0X0

(

!0XS

评

分与干预前相比均有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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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0X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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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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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精神状态的变化情况#分%

LU=

$

组别
-

!0X0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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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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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护理干预前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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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
!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X]NNR1*+

量表的

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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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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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组别 躯体功能 生命力 心理健康 肌体疼痛 社会功能 躯体角色 情感角色 一般健康状况

干预前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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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发展#胫骨骨折的手术治疗效果日益

提高'然而#胫骨骨折术后患者的康复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这

可能与患者术后没有及时展开康复训练和缺乏行之有效的护

理有关)

(

*

'许艳春)

-

*对胫骨平台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者进行系

统功能康复治疗#认为对胫骨平台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者开展系

统功能康复治疗#可有效提高患者的膝关节功能(行走的稳定

性和生活能力'赵霞清等)

/

*观察了持续性护理干预对胫骨骨

折患者膝关节功能和并发症的影响#认为持续性护理干预用于

胫骨骨折手术患者疗效显著#可促进患者膝关节功能的恢复#

减少并发症发生'其他文献也认为)

$)

*

#胫骨骨折术后患者及

早进行康复训练并实施有效的护理对于康复预后和生活质量

的改善意义显著'

骨折患者术后早期开展康复训练#对于康复预后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

*

#早期康复训练能够避免肌肉的萎缩#促进患肢

的血液循环#缓解重症)

$%

*

#同时能够提高关节营养代谢功能#

加快骨折的愈合速度和促进关节功能的恢复#显著提高患者术

后的生活品质)

$*

*

'情志护理属于中医护理的范畴#通过调节

呼吸(话语支持以及松弛训练等形式来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促进焦虑(抑郁情绪的宣泄)

$'

*

#让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从而保证机体气血的畅通(脏腑与经络的平衡#有利于患者以

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

$,

*

'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采

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采用早期康复训练联合情

志护理'结果观察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早期康复训练联合情志护

理可以促进胫骨骨折患者骨折的愈合#减少并发症的出现'本

研究结果还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0X0

(

!0XS

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

X]NNR1*+

的各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早

期康复训练联合情志护理能显著改善胫骨骨折患者的精神状

态#提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在胫骨骨折患者的康复阶段实施早期康复训练

联合情志护理#能够促进患者的骨折愈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

* 白祥#禹宝庆#顾龙殿#等
&

应用微创经皮接骨板内固定技

术与带锁髓内钉治疗开放性
I%

型胫骨骨折的临床疗效

比较)

J

*

&

中国骨与关节外科#

%)$'

#

(

$

,

&!

*+*1*++&

)

%

* 卢秀丽
&

针对性护理干预在锁定钢板手术治疗复杂性胫

骨平台骨折患者中的应用)

J

*

&

齐鲁护理杂志#

%)$,

#

%$

$

+

&!

*/1')&

)

*

* 黄春兰
&

早期康复训练和护理对胫骨平台骨折膝关节功

能的影响)

J

*

&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1

$,(/&

)

'

* 刘永丽#饶春芳#张燕平
&

系统护理干预对骨折愈合和关

节功能恢复的影响研究)

J

*

&

中国医药科学#

%)$,

#

,

$

$

&!

$'%1$''&

)

,

* 柳顺杰#安颖奇#王磊#等
&

以聚焦解决模式为基础的心理

干预对骨折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

J

*

&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

志#

%)$'

#

%%

$

$%

&!

$-(,1$-((&

)

+

* 马京华#薛娜娜#纪敬敏#等
&

多元化健康教育对老年骨质

疏松骨折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J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

#

*,

$

+

&!

$++(1$++/&

)

(

* 严前琳#陈洪波
&

多元化护理康复锻炼在胫骨平台骨折中

的应用效果分析)

J

*

&

中国全科医学#

%)$,

#

$-

$

-

&!

/'+1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PX7?IE45

!

JCE

@

%)$+

!

#3E&$*

!

T3&$'



)

-

* 许艳春
&

系统功能康复治疗对胫骨平台骨折内固定术后

患者康复的影响)

J

*

&

河北医学#

%)$'

#

%)

$

$)

&!

$+)'1$+)(&

)

/

* 赵霞清#章才军
&

持续性护理干预对胫骨骨折患者膝关节

功能及并发症的影响)

J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

$

(

&!

-$'1-$,&

)

$)

*孙科儿#王海燕
&

胫骨平台骨折术后患者动静平衡康复训

练的实施)

J

*

&

护理学杂志#

%)$'

#

%/

$

%

&!

-$1-*&

)

$$

*严璐
&

个体化康复训练在下肢骨折患者术后康复的应用

研究)

J

*

&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

#

$-

$

$%

&!

,'1,+&

)

$%

*邓珍良#曾文军
&

早期康复训练对高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

者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功能恢复的影响)

J

*

&

护理实践与研

究#

%)$,

#

$%

$

'

&!

$$1$%&

)

$*

*李秀芳#郭英俊#王丽萍#等
&

早期功能训练对肘关节骨折

患者预后的影响)

J

*

&

海南医学院学报#

%)$'

#

%)

$

-

&!

$$,$1

$$,*&

)

$'

*吴萍#赵景云#钱旺兴
&

中医情志护理干预对改善车祸骨

折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分析)

J

*

&

中医临床研究#

%)$'

#

+

$

*'

&!

$%,1$%(&

)

$,

*姜华奋
&

情志护理对胫骨平台骨折患者术后康复积极性

及效果的影响)

J

*

&

辽宁中医杂志#

%)$'

#

'$

$

*

&!

,,*1,,,&

$收稿日期!

%)$+1)$1%,

!!

修回日期!

%)$+1)*1%-

&

!临床探讨!

吹气球呼吸训练法对哮喘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

董
!

薏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沈阳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吹气球呼吸训练法对哮喘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进行治

疗的哮喘患者
-,

例!将其随机分成对照组"

-\'%

%和试验组"

-\'*

%&对于两组哮喘患者!均进行常规的健康教育与护理干预!在

此基础上!试验组患者进行吹气球呼吸训练法的肺部锻炼!对照组则进行普通的呼吸锻炼&在两组哮喘病患者训练前'训练后一

周'训练后
$

个月分别对两组患者的肺活量"

R#I

%'第一秒用力呼出量"

RZ#$

%'

RZ#$

)

R#I

'呼吸频率'肺部血氧饱和度"

N;]

%

%'

动脉血氧分压"

";]

%

%'上楼距离'锻炼时间进行检测$编写病患满意度调查问卷!在两组患者训练前后进行满意度调研!并对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试验组患者在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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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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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患者在训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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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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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气球呼吸训练法能够增强老年哮喘患者肺部功能!

提高病患对治疗的依从性!提高患者自身状况!是一种简易'经济'有效的训练方法&

关键词"吹气球呼吸训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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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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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目前全球范围较为常见的慢性

呼吸道疾病#是一种由多种细胞或者因子而引发的气道炎症#

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质量)

$1%

*

'研究表明#近年来哮喘的患病

率和病死率都在不断的上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三千万

的哮喘患者#患病率大约为
$.

!

'.

#并且老年患者(青少年

患者的发病率更是远远高于成年人)

*

*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

进步#我国在该项疾病的治疗研究方面已经有些许进展#抗击

炎症的治疗重心也发生了从传统的急性发作救治到减少炎症

增加护理干预的转移#但是对于症状的控制仍然存在着不足'

基于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良好的护理干预#也是一种较为常见

并且颇有成效的解决方案'所以#探究如何把控哮喘患者的生

命质量与恢复状况#改善患者的哮喘病症#缓解并改善肺部功

能#已成为哮喘患者临床治疗以及护理干预新策略'

近年来#国外将呼吸的训练过程作为哮喘病患进行康复训

练的主要护理手段#并取到了不错的效果'目前在国内也存在

着多种针对肺功能患者的呼吸训练法)

'

*

!吹气球呼吸训练法(

缩唇腹式呼吸以及阻力呼吸训练方法等'主要形式及区分如

下!吹气球呼吸训练法#锻炼病人用力呼气的能力#能够提高气

道内压#一定程度上防止小气道过早的闭合#对于扩张塌陷的

支气管以及肺泡这两者效果较为显著'并且吹气球的过程中#

也可以使胸廓得到充分的扩张#降低呼吸频率#从而增强了患

者肺部与未接进行气体交换的能力)

,

*

%缩唇腹式呼吸#通过提

高患者气道的内部气压#保持通畅#使患者更为容易的呼出体

内残留的废气#对于下一次吸气#不仅能够增大吸入量#并且结

合缩唇#减缓了呼气流速#同时也起到了感染预防的作用)

+1(

*

%

阻力呼吸训练#需要借助一种阻力呼吸训练器#训练患者进行

缓慢而均匀的深度呼吸#由于受到气压及仪器的阻力限制#患

者需要克服阻力用力的进行呼吸练习#使肺部功能得到一定的

锻炼及改善)

-

*

'

这
*

种作为护理干预中常见的训练方式#对于改善哮喘和

肺部功能(促进哮喘患者健康恢复#都有着一定的作用'那么

针对哮喘患者#这些呼吸训练方式如何#究竟如何作用于患者

自身的肺部功能(身体健康状况(乃至生命质量)

/

*

#目前并没有

过多的试验研究'本次试验选取吹气球呼吸训练法进行单独

研究#观察其对哮喘患者肺部功能及生命健康状况的具体影

响#由于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经济的训练方法#具有重要的实用

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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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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