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性#加强
:>=$&

+

:[=$&

%

+

#(?)Y*

水平测定能指

导临床诊疗#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

* 邝建玉#瞿志军#赵蔚#等
,#(?)Y*

+

:>=$&

和
*\A$&

"

在正常人体和
([\*

患者体内含量的对比研究)

X

*

,

中国

感染控制杂志#

+-&F

#

&.

%

;

&!

CG&$CGG,

)

+

* 袁佳利#刘静#夏艳辉#等
,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

与自身免

疫性疾病研究进展)

X

*

,

实用医院临床杂志#

+-&F

#

&G

%

+

&!

&+.$&+;,

)

%

* 兰秀君#吴道全#曾光#等
,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

在抗中性

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系统性小血管炎中的研究进展)

X

*

,

西部医学#

+-&C

#

%-

%

+

&!

%-%$%-F,

)

G

*

9(?Wf*

#

'[ff

#

>8[9

#

23/O,:2O/3I6"6/3326N/324

Q

/"6 H

LQ

204264"3"J"3

L

/6M M2502/424/430I5

L

32$!2M"/32M

4

Q

"6/O62N0I"6KO/!!/3"I6"6/0/3!IM2OIKIS/O"

Q

O/3"6$"6$

MN52M

Q

/"6

)

X

*

,[6KO/!!/3"I6

#

+-&F

#

G-

%

%

&!

&$&-,

)

E

* 张小莎#张伟
,

活血化瘀中药联合腹腔镜手术对子宫内膜

异位症不孕患者
:>=$&

+

#(?)Y*

+氧化应激及性激素水

平的影响)

X

*

,

海南医学院学报#

+-&F

#

+%

%

+&

&!

+;E.$+;E;,

)

.

* 张娜#刘晓民
,>\+.

"

\==

3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性的

研究进展)

X

*

,

医学综述#

+-&F

#

+%

%

&&

&!

+&-+$+&-E,

)

F

* 王容#黄国锦
,

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信号通路与感染性及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X

*

,

广西医学#

+-&C

#

G-

%

E

&!

E..$E.;,

)

C

* 郗建雄#张琪明#邹延峰
,)'#F

基因的
*?=

和
>?U

与自

身免疫性疾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X

*

,

中华医学遗传学杂

志#

+-&F

#

%F

%

+

&!

+C-$+C&,

)

;

*

W[8AA[\( :X

#

U('Y#̂ ?

#

: *̂d8Y#(X

#

23/O,[6$

502/42M4

L

432!"55

L

3I]"62

"

5H2!I]"622S

Q

0244"I6"6/43H$

!/3"5/6M6I6$/43H!/3"5

Q

/3"2634R"3HP/5320"/O

#

J"0/OI0

!"S2MON6

1

"6K253"I6

)

X

*

,[6KON26T/ 3̂H20#24

Q

"0U"0N424

#

+-&G

#

C

%

&

&!

&&.$&++,

)

&-

*郑炜#马俊福
,

转录因子
Y

1

0+

"

Y

1

0%

的生物学作用及与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

X

*

,

医学研究生学报#

+-&C

#

%&

%

E

&!

CG$CC,

)

&&

*赵冠华#郜赵伟#张惠中
,

血清腺苷脱氨酶检测在自身免

疫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进展)

X

*

,

现代检验医学

杂志#

+-&F

#

%+

%

&

&!

&.-$&.G,

)

&+

*

X8?Wf

#

(@?*@

#

=(#_@

#

23/O,(P430/53E;+G

!

?25$

0I3"552OO4

Q

0I!I32!"50I

1

O"/"6K"O30/3"I6"6

1

O"IPO/43I!/

3H0IN

1

H02

1

NO/3"6

1

:>=$&/6M :[=$%

%

2S

Q

0244"I6

)

X

*

,

>/6520#242/05H

#

+-&F

#

FF

%

&%*N

QQ

O

&!

E;+G$E;+C,

)

&%

*彭韦霞#贺佩祥#刘丽君#等
,

新诊断非酮症糖尿病患者胰

岛相关自身抗体与甲状腺抗体的相关性研究)

X

*

,

中国糖

尿病杂志#

+-&C

#

+.

%

+

&!

&+C$&%+,

)

&G

*赵欣楠#王晓非
,>\B%>\$G>\$C)

细胞与自身免疫性疾

病的研究进展)

X

*

,

医学综述#

+-&F

#

+%

%

&%

&!

+E++$+E+E,

)

&E

*公丕霞#常远#李兆瀛#等
,O65#?(

的作用机制及其在自

身免疫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X

*

,

国际免疫学杂志#

+-&C

#

G&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G$&+

&

!临床探讨!

!"#

!

$%&'()(

"

*

&+,,-&$)./0(122&/%$(&$2&%1)

快速康复外科理论对骨折患者术后训练依从性及康复效果的影响

刘迪娜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口腔科!湖北孝感
G%+---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理论对骨折患者术后训练依从性及康复效果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骨科
+-&E

年
&+

月至
+-&F

年
&+

月收治的
&+-

例骨折术后患者!按随机抽签分为观察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对照组按骨科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快速康复外科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住院时间'住

院费用'下床活动时间及伤口愈合时间!采用数字疼痛评估法$

?#*

%评估两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采用康复训

练依从性问卷评估两组患者的依从性&结果
!

术前两组患者疼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观

察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点疼痛评分及并发症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术后康复训练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

组$

$

%

-,-E

%!且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下床活动时间及伤口愈合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

$

%

-,-&

%&结论
!

采

用快速康复外科理论对骨折术后患者进行护理!可以有效镇痛!提高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依从性!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从而缩短住院时间及恢复时间&

关键词"快速康复外科#

!

骨折#

!

训练依从性

中图法分类号"

#GF%,.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F+$;GEE

$

+-&;

%

&E$++G;$-G

!!

快速康复外科%

A)*

&是一种在围术期采取具有

循证医学证据的方法优化护理措施#以减轻患者的痛

苦#减少并发症#促进其快速康复的护理方式(该方

法以循证医学为基础#强调多学科共同参与#优化各

项诊疗及护理措施#提升康复效果)

&

*

(随着该理念的

提出#其在临床中应用逐渐增多#胡玉丽等)

+

*

+韩志锋

等)

%

*分别对髋部骨折及肋骨骨折手术患者应用快速

康复外科护理#均取得较好的效果(众所周知#术后

康复训练对促进骨折患者功能恢复尤其重要#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讨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对骨折术后患者

'

;G++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C

月第
&.

卷第
&E

期
!

'/P:2M>O"6

!

(N

1

N43+-&;

!

UIO,&.

!

?I,&E



训练依从性及康复效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骨科病房于
+-&E

年
&+

月

至
+-&F

年
&+

月收治的
&+-

例骨折术后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随机抽签分为观察组%

0h.-

&和对照组%

0h

.-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骨折部位+手术方式+文化

程度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基线

资料均衡可比#见表
&

(

表
&

!!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0

性别%

0

&

男 女
年龄%

ED"

#岁&

骨折部位%

0

&

上肢折 下肢骨折 多处骨折

文化程度%

0

&

小学及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观察组
.- %& +; GF,E+D.,&G +. +% && &E %+ &%

对照组
.- +C %+ GC,&EDG,;F +C +G C &G %- &.

$,/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均为闭合性骨折$

行单纯骨折固定术后$生命体征稳定$患者均同意参

与本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神经+

血管损伤$合并其他组织损伤$开放性骨折$严重听力

障碍$合并精神异常或意识障碍$陈旧性骨折$有其他

严重疾病(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按骨科常规护理#如术前准

备+术中配合+术后护理以及健康教育等(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应用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具体方法如

下(%

&

&成立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小组!由主管医生+麻

醉医师+责任护士+康复科医生+营养科医生共同组成

快速康复外科小组#做好患者围术期的全方位管理(

%

+

&术前宣教及心理护理!由责任护士与患者沟通#了

解其内心感受#对存在焦虑和紧张等负面情绪的患者

给予心理支持#如邀请手术成功患者现身说法#给患

者播放舒缓的音乐#指导其深呼吸等#使其放松应对

手术(告知手术过程及配合要点#以及术后康复训练

的重要性#使患者对手术及术后康复过程有正确的认

识(%

%

&优化麻醉方式!由麻醉医师和主管医师共同

评估#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麻醉方式#选

择全身麻醉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麻醉剂#利于术后

快速清醒和早期活动(%

G

&保暖!术中做好患者头部

及肢体的保暖#术后送患者回病房的途中注意保温#

适当提高病房的温度(%

E

&优化饮食管理!术前禁固

体食物
.H

#禁液体流食
+H

#术后
%

$

GH

在患者无恶

心+呕吐等不适的情况下#协助患者饮温水
E-

$

&--

!'

#根据肠蠕动情况#逐步过渡到流质+半流质+软食

和普食(%

.

&控制输液量!术中及术后输液量减少为

传统输液量的
+

"

%

(%

F

&管道护理!术中不置引流管#

术后
+GH

拔除尿管(%

C

&术后镇痛!术后
&

$

%M

持续

使用镇痛泵#口服非甾体抗炎药(责任护士对患者进

行疼痛评估#当评分超过
G

分时报告医生#进一步采

取干预措施(%

;

&术后早期锻炼!早期由护士或指导

家属对患者进行被动肢体运动#将患侧肢体抬高#待

麻醉清醒后嘱患者进行主动肢体活动#遵循循序渐进

的原则#少量多次#适度运动#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

但避免进行患肢负重练习(

$,1

!

观察指标
!

%

&

&采用数字疼痛评估法%

?#*

&评

估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
&

+

+

+

%

+

FM

疼痛程度#

?#*

分

为
-

$

&-

共
&&

个数字#

-

表示无痛#

&-

表示剧痛#分值

越高#表示疼痛程度越严重(%

+

&采用骨科患者康复

训练依从性问卷)

G

*评价两组患者术后康复训练的依

从性#分为优+良+可+差
G

个级别(优!患者完成全部

康复训练内容$良!在护士监督下完成全部康复训练

内容的
&

"

+

$

+

"

%

$可!在护士监督下完成全部康复训

练内容的
&

"

+

$差!在护士监督下完成的康复训练内容

不足全部康复训练的
&

"

+

(合格率
h

%优例数
B

良例

数&"总例数
e&--b

(%

%

&分别统计两组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下床活动时间+伤口愈

合时间(%

G

&关节功能恢复情况(

$,2

!

统计学处理
!

全部数据分析均采用
*=**++,-

软件完成#对连续型资料#若各组均符合正态分布且组

间方差齐#则采用
@

检验行组间比较#否则用非参数

:/66$9H"362

L

I

检验#对不同时间点的疼痛评分比较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无序分类资料采用
!

+ 检验$检

验水准
%

h-,-E

#以
$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比较
!

术前两组患者疼痛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术后不同时间

点观察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比较#

ED"

&分$

组别
0

术前 术后
&M

术后
+M

术后
%M

术后
FM ( $

观察组
.- E,-%D&,GC %,.ED-,F% +,G;D-,.% &,.GD-,%; -,C+D-,&C +E-,%+C

%

-,--&

对照组
.- G,;FD&,E+ G,C%D&,&E %,F&D-,CG +,;ED-,.+ &,%CD-,%& &%C,&;+

%

-,--&

@ -,+&; .,F&- ;,--- &%,CEG +&,C+E

$ -,C+F

%

-,--&

%

-,--&

%

-,--&

%

-,--&

'

-E++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C

月第
&.

卷第
&E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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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1

N43+-&;

!

U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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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项目
0

下肢深静脉血栓

%

0

&

便秘%

0

& 压疮%

0

&

酸碱平衡紊乱

%

0

&

伤口感染

%

0

&

伤口裂开

%

0

&

关节活动障碍

%

0

&

总发生率

)

0

%

b

&*

观察组
.- - + - - & - & G

%

.,.F

&

对照组
.- & % + + + & + &%

%

+&,.F

&

!

+

E,EE&

$ -,-&C

/,/

!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

观察组患者

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E

&#见

表
%

(

/,'

!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训练依从性比较
!

观察组患

者术后进行康复训练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

$

%

-,-E

&#如表
G

所示(

/,1

!

两组患者术后下床活动时间+伤口愈合时间+住

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
!

观察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下床活动时间及伤口愈合时间均明显少于

对照组%

$

%

-,-&

&#见表
E

(

表
G

!!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训练依从性比较

项目
0

优%

0

& 良%

0

& 可%

0

& 差%

0

& 合格率)

0

%

b

&*

观察组
.- +C +E . & E%

%

CC,%%

&

对照组
.- &F ++ && &- %;

%

.E,--

&

!

+

;,&%-

$ -,--%

表
E

!!

两组患者术后下床活动时间%伤口愈合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

ED"

$

项目
0

下床活动时间%

M

& 伤口愈合时间%周& 住院时间%

M

& 住院费用%万元&

观察组
.- &&,%.D%,-F F,EGD&,E. &G,.+DG,&% &,C.D-,%;

对照组
.- &E,F%DG,&% &-,C+D+,G; &;,%.DG,EF +,%FD-,E+

@ .,EFC C,.GF .,%%C .,-FC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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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早期功能锻炼是骨科术后恢复的重要环节#

若不重视早期康复训练#可能引起肌腱挛缩#关节和

周围组织粘连#内部血肿机化#导致关节活动障碍)

E

*

(

但由于术后疼痛#患者对康复训练的依从性差#从而

导致术后并发症增多#恢复缓慢)

.

*

(与传统护理模式

相比#快速康复外科护理以患者为中心#注重患者临

床需求#从术前+术中+术后各环节优化护理方法#通

过护理人员+手术医师+麻醉医师共同协作#采取多种

有效措施尽量减轻患者对手术的应激反应#降低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从而促进患者快速康复)

F$C

*

(研究显

示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在预防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形

成方面疗效显著)

;$&-

*

(

吴满荣等)

&&

*对股骨干骨折患者术后采用快速康

复外科护理与常规护理#对照研究显示快速康复护理

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张翠英

等)

&+

*对老年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围术期采用快速

康复外科护理#结果表明术后疼痛程度减轻#并发症

发生率降低#住院时间缩短(本研究对骨科术后患者

应用快速康复外科护理方法#术前与患者充分沟通#

通过心理干预+健康教育等增进患者对骨折手术及术

后康复的认识#减轻其焦虑情绪#从而减轻其心理上

的应激反应$通过改变术前禁食时间及术后恢复饮食

时间减轻手术对胃肠道的刺激$注重术中及术后保

暖#减轻低温给患者带来的应激反应$术后采用联合

镇痛等方式减轻患者对疼痛的应激反应#并指导患者

进行早期康复训练#降低术后并发症#加速患者的康

复进程(快速康复外科护理术后充分镇痛是减轻手

术应激反应的一项重要措施#本研究采用自控镇痛泵

及口服非甾体抗炎药等联合镇痛方法#结果显示术后

不同时间点观察组患者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表明采用快速康复护理对骨科术后患者的镇痛效果

明显优于常规护理#与张翠英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还显示观察组患者进行术后康复训练的依从

性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术后下床活动时间+伤口愈

合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均明显少于对照组#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与吴满荣等)

&&

*的研究

一致(表明快速康复外科护理有效降低了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提高了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依从性#从而

提升了康复效果#缩短了恢复时间(

综上所述#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对骨科术后患者具

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优化镇痛效果#%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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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患者术后康复训练的依从性#降低并发症发

生率#从而促进患者快速康复#缩短住院时间及伤口

愈合时间#减少住院费用#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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