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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骨外伤急诊患者中的应用体会

迟营，耿淑玲，邢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急诊创伤外科，黑龙江哈尔滨，150081)

摘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对骨外伤急诊患者康复情况的影响。方法选择近两年期间本院收治的150例骨外伤急诊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完全随机的原则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75例。2组均给予相关的基础护理，实验组在此基

础上还加用心理护理干预。比较2组患者的精神状态、情绪情况、病痛程度、住院天数、治疗效果等指标。结果在精神状态和

情绪情况方面，实验组均优于对照组，有更强的对抗疾病和治疗的信心；在病痛程度方面，实验组感受的痛苦更少；实验组住院

天数明显短于对照组；最终治疗效果和预后方面，实验组优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心理护理

有助于骨外伤急诊患者摆脱心理负担，减轻痛苦，更好地进行治疗，值得l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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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bone trauma

CHI Ying，GENG Shuling，XING Jun

(The Secon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150081)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emergency pa—

tients with bone trauma．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y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bone trauma

hospitaliz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were selected at random as study objects．and were divided into ex—

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75 cases in each．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given relevant basic

care，and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given extra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patients’mental state，emotion，degree of pain，hospitalization duration，CU—

rative effect and,SO on．Results In the aspects of mental and emotional state，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with better anti—disease belief．In the aspect of pain degree，the

experiment group felt less pain．The hospitalization duration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general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s for the final treatment effect and prognosis，the experi—

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Il the differences mentioned abov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s conducive to the shouldering off of

patients7 psychological burdens，alleviate pains and is good for treatment．Thus it is worth popular—

izing．

KEY WORDS：mental nursing；osteal—trauma；curative effect

骨外伤是临床急诊科常见的急性病症，发生

于外伤性事故意外，病情发展迅速，可能迅速恶

化，若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甚至危及患者生命【1 J。对于需要行手术治疗的

患者，要告知其手术是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只要保

持积极的心理状态，努力配合治疗，一定可以成功

地规避风险，早日恢复健康【2J2。本研究对本院收

治的骨外伤急诊患者进行积极的心理护理，现将

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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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近两年期间本院收治的150例骨外伤急

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完全随机的原则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75例。实验组中男42例，

女33例，年龄22～65岁，平均(45．8±11．2)岁；

对照组中男47例，女28例，年龄24--61岁，平均

(42．5±10．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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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护理方法

2组均给予相关的基础护理，实验组在此基

础上还加用心理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2．1入院后心理护理患者人院后，护理人员

应及时向患者讲解病情的相关知识，使患者对疾

病的严重程度有着最准确的理解。应进行术前谈

话，讲明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患者有充

分的思想准备，避免情绪波动过大，影响手术进

程【3J3。进入手术室后，应使患者的情绪尽快稳定

下来，及时配合麻醉及手术医生，减少人为因素造

成的手术风险，增大患者存活的概率-4 J。

1．2．2术中心理护理：术前充分准备，了解具体

病情及可能发生意外时的抢救手段。手术中，护

理人员需高度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患者的状态，

包括患者心理情绪波动及身体状况的不适。通过

细节操作如与患者握手，为患者调整呼吸来减轻

患者内心的孤独感，加强对护理人员的体贴感和

信赖感‘5I。

1．2．3术后心理护理：手术结束后患者往往急切

得知手术进行顺利情况及病灶修复情况，此时护

理人员应从患者心理承受能力考虑，重点描述手

术成功之处，告知患者很快就可以康复出院，对于

手术中未能处理好的情况则应一带而过，以免患

者过于焦虑。研究⋯6证明，同等的疾病治疗情况

下，护理人员对病情的讲述往往影响患者的术后

情绪甚至最终的治疗效果。由于骨外伤手术的特

殊性，术后患者仍需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此时更应

及时排解患者因时间过长而产生的急躁情绪，告

知这段时间对于病情好转极为重要。护理人员还

应积极鼓励患者及时进行相应的康复训练，以达

到活动患处、促进愈合的目的L_7I。

1．2．4意外状况处理：并非所有患者的症状均会

改善，许多患者在术后恢复过程中反而会出现症

状加重或合并其他并发症的情况。此时，护理人

员更应向患者说明情况，减少不必要的担忧或误

会。同时应联合患者家属对患者进行劝慰，不断

给患者以战胜病魔的决心和信心L8j。当出现突

发状况，应及时报告主治医生，同时向患者解释清

楚，及时解决问题，减少患者的疑虑和折磨。

1．3观察标准

患者出院前对康复过程中涉及的几个指标进

行准确而公正的评估，包括精神状态、情绪情况、

病痛程度、住院天数、治疗效果，记录并比较2组

上述指标的差异。同时评定2组的临床疗效，包

括显效、有效、无效3个观察指标。

2结 果

实验组总有效率为77．33％，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54．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实验组在精神状态、情绪情况、治疗结果

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而住院天数显著短于对照

组；而疼痛程度方面，实验组多为轻型疼痛，对照

组多为重型疼痛。见表2、3。

表1 2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P<O，05

表2 2组精神状态、情绪情况及住院天数比较

组别
病痛程度 治疗效果

I～Ⅱ Ⅲ～Ⅳ 极好 好 不好

实验组 49 26 37 25 13

对照组 32 43 22 19 34

3讨论

骨外伤往往由严重的创伤性因素导致，如机

械受伤；在损伤因素损伤机体的同时，还会对患者

的心理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严重影响患者的预

后，此时就需要护理人员充分发挥专业技术和人

文关怀110j。因此，护理人员应抓住患者需求，着

重解开患者疑惑，从而达到稳定患者身心的目的；

同时，需要说服患者完全服从主治医师的安排，不

要擅自改变医嘱，积极配合治疗-11|。

心理护理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很多，可以

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因为患者本身医学知识有

限，可能无法对自身所患疾病有充分的理解，因此

产生误会或不理解是完全正常的，此时护理人员

需要切换角色，充分理解患者，站在患者的角度看

问题，从而找到一种最有效的解决方案112 o；同时，

护理人员应努力为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康复场

所，杜绝可能产生的影响，使患者在安静的环境下

充分恢复。 (下转第18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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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生存质量重视程度的提升，对于剖宫产产后

护理的重视程度随之提升。剖宫产产妇的产后恢

复是对其生存质量影响较大的方面，因此对于剖

宫产产妇产后恢复的护理模式的选取极为重

要15_6j。另外，对护理模式的选取评估标准既要

考虑到其对产妇产后机体方面的康复影响，也要

评估其对产妇产后心理方面的影响。优质护理理

念是在生存质量提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护理模

式，其不仅仅进一步细致化常规护理程序，且对护

理面也进一步拓宽一j，另外，患者心理方面的疏

导也进一步提升重视程度，因此对于患者身心两

方面的需求满足均更佳，故为患者综合生存质量

的改善提供了较佳的基础18_8。

本研究对优质护理理念在剖宫产产妇产后恢

复中的效果进行观察，并将观察所得结果与采用

常规护理干预的产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优质护

理理念指导下的护理干预更有助于改善产妇的产

后排气时间、初乳时间及恶露排尽时间，说明产妇

的产后机体恢复更快；另外产妇的HAD及BSES

量表评估结果的改善幅度也更大，说明产妇的心

理及喂养效能感均得到有效改善，从而较为全面

地肯定了优质护理理念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对剖宫

产产妇的干预价值，而这些均与优质护理理念兼

顾了产妇产后的机体、不良心理及喂养效能感、角

色转换等多方面的干预有关，故对患者综合状态

的改善及提升有着较大的作用【9。10J。综上所述，

作者认为优质护理理念在促进剖宫产产妇产后恢

复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于产妇的身心康复均

有较佳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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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81面)

日常护理中，护理人员对于患者心理护理应

充满信心，对患者病情情况要有适当的了解，及时

感知患者需求，从生活上、心灵上、学业上等多个

领域满足患者精神文明生活的需要L13|。经过一

系列努力，最终产生理想的结果，即达到精神状态

佳，情绪稳定、愿意积极配合治疗，病痛几乎消失，

住院天数尽可能短，治疗效果极好。通过这些指

标的衡量，应当更加强调心理护理在骨外伤病人

治疗前、手术中及预后的作用，从思想上重视起

来，努力掌握此操作技能为患者服务u 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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