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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腓骨远端螺旋形骨折患者外固定术后

护理训练对其脚踝功能恢复的效果

黄芳芳1，夏彦昌2，曾丽萍1
(1．解放军第一八零医院骨三科，福建泉州，362000；

2．长沙医学院，湖南长沙，410219)

摘要：目的探讨胫腓骨远端螺旋形骨折儿童进行外固定手术后，适时开展护理训练对其脚踝功能恢复的促进作用。

方法选取本院骨外科6～15岁行胫腓骨远端螺旋形骨折内固定手术的50例患儿，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取常规

护理措施，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开展康复训练和心理护理，比较2组患者术后4个月踝关节活动度和Ko‰d踝关节评

分、胫腓骨骨折愈合时间、焦虑和抑郁状态的差异。结果术后4个月回访2组患者踝关节进行伸、屈、旋前、旋后、负重时外

翻、负重时内翻活动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骨骼愈合时间、Kofbed踝关节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2组患者焦虑及抑郁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胫腓骨远端发生螺旋状骨折的儿童，在

术后即时开展心理护理，初期创伤康复，后期床下康复训练，有助于促进骨折愈合，促进踝关节活动度和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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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0 analyze t}1e effect of nursing training on the recoVery of ankle

function in children unde唱oing extemal fixation after tibial and fibular distal spiral fractures．Meth-

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thoracic and fibmsalectom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ml group

(mutine nursing measures)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11d psycholo百cal care

based on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ankle joint activity and Kofoed ankle score，tibiaLl and fibul盯

fhcture healing time，anxiety and depression after 4 months were compared．Reslllts There were

8ignificant difkrences in stretch，nexion，pmnation，supination，ectropion and Vallls when load bear-

ing of the aIlkle joint be附een the two groups(P<0．05)；The was significant di雎rences in bone

healing time，Kofoed ankle scores，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P<O．05)． Condllsion Psycho-

lo舀cal care for distal tibia and fibula spiral fhctures can help to pmmote fhcture healing，and recoV—

ery of ankle actiVity and f．unction．

KEY WO砌粥：tibia and矗bula；spiral fractures；nursjng跳ining；ankle function recoVery

胫腓骨远端骨折尤以学龄期儿童多见，及时、

合理进行临床治疗和预后康复对患者脚踝功能的

痊愈至关重要¨j。胫腓骨远端的螺旋形骨折由

于内固定术后不够稳定，部分临床学者并不推荐

进行早期负重和功能锻炼旧。J。鉴于康复护理对

骨科患者预后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对50例胫腓骨

远端螺旋骨折手术患者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适

时开展针对性的床上康复活动，取得了较好临床

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6年1月在本院就诊

的胫腓骨远端螺旋形骨折患者50例。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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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6～15岁；术前确诊单侧胫骨和腓骨的双骨

折；意外所致螺旋状骨折；x线确定骨折位置位

于胫腓骨远端(胫腓骨下L／3)；诊断后均适合采

用传统的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进行治疗；患者意

识清醒，可以独立配合完成测试；该实验设计得

到我院医学伦理协会批准；所有受试对象均知情

并同意参与。排除标准：术后预后不良；严重并

发症；心、脑、肾严重疾病史。按照患者(或家属)

治疗意愿，结合一般人口学情况匹配，均分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各25例，实验组男16例，女9例，年

龄7～15岁，平均(12．7±3．1)岁；对照组男15

例，女10例，年龄7～13岁，平均年龄(12．9±

3．5)岁。患者性别、年龄、临床一般表现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O．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

者术后均接受为期4个月的临床治疗或随访。
1．2 方法

1．2．1对照组：护理措施包括常规的术前骨牵

引、体质监测、营养支持、创口清理、预防和积极处

理并发症等。

1．2．2实验组：常规护理基础上，在患者术后

7 d开始，经过科室医师集体讨论、管床医师同意

后，在床上开展康复训练，包括借助棍棒等简单按

摩工具对小腿肌群按摩，辅助下进行抬腿和小幅

度的屈伸动作以牵拉挛缩组织，减少组织黏连的

加重。出院后30 d，在家属协助下进行站立或短

距离的行走练习，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出院后

60 d，鼓励患者独立完成简单的日常生活活动，

并注意按照患者恢复情况适当进行练习项目和强

度的调整，严禁超负荷训练。同时，在患者住院期

间，护理人员定期进行心理干预。讲解疾病相关

知识，排解困惑和疑虑，针对性地传授康复训练方

案，增加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心理问题严重者及时

进行心理干预Ho。

1．3观察指标

①踝关节活动度：术后4个月，测量2组患

者踝关节自主进行伸、屈、旋前、旋后、负重时外翻

和内翻等活动的具体活动度；②Kofoed踝关节

评分：该评分方法根据患者疼痛、功能、活动度情

况对患者踝关节功能状态进行综合评分，总分

100分，得分越高表示踝关节功能状态越好；③

胫腓骨骨折愈合时间：患者进行x线检查，显示

骨折线模糊，同时有连续骨痂通过骨折线表示痊

愈；④心理状态评估：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sAs与sDs各包含

20个项目，均采用4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焦

虑或抑郁状态越严重嵋J。

2 结果

2．1术后4个月随访踝关节活动度

术后4个月，2组患者踩关节进行伸、屈、旋

前、旋后、负重时外翻、负重时内翻活动度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实验组踝关节活动

度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2组患者术后4个月随访踝关节活动度比较l；±s)
。

与对照组比较，}P<O．05。

2．2术后骨骼愈合时间和4个月随访Kofoed

踝关节评分

2组患者骨骼愈合时间比较，实验组(95．O±

10．3)d少于对照组(107．5±12．5)d；2组患者

术后4个月随访Kofoed踝关节评分比较，实验组

(88．2±1．4)分高于对照组(73．2±1．0)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护理前后SAS、SDS评分情况变化

干预前，2组SAS和SD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护理后2组患者的焦虑及抑郁评分均下

降，焦虑及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2。

表2 2组患者护理前后SAS、SDS评分比较(i±s) 分

与护理前比较，}尸<O．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万方数据



第22期 黄芳芳等：胫腓骨远端螺旋形骨折患者外固定术后护理训练对其脚踝⋯⋯ ·57·

3讨论

踝关节作为机体负重最大的关节，胫腓骨远

端螺旋状形骨折的儿童进行早期肢体功能锻炼

时，肢体的不适感或疼痛在所难免，大部分患者家

属因此放弃适时的肢体功能康复治疗15 J。过度

考虑胫腓骨远端骨折处的稳定性而放弃早期床上

康复措施，容易造成踝关节的僵硬和骨折处组织

黏连，不利于儿童骨折处肢体功能的痊愈M J。

实验组儿童通过早期开展床上康复，出院后

在家长辅助下进行适度的下床训练，取得了较好

的临床疗效，其踝关节进行伸、屈、旋前、旋后、负

重时外翻、负重时内翻等动作更为灵活[7|。科学

的康复训练对于骨科患者的治疗作用主要在于加

快软骨细胞的生长和繁殖，给软骨组织的重生创

造有利环境¨J。同时，适度锻炼还可以通过刺激

或促进骨膜发挥分泌及吸收能力，最终达到良好

愈合的目的。患者术后痊愈时间的差异亦验证了

康复训练的实用性，若康复训练时间较晚，易导致

关节处的组织形成广泛黏连，延长患者的痊愈时

间。实验组儿童通过心理护理，降低了焦虑和抑

郁情绪的严重程度，患儿心理状态的改善也有利

于其康复信念的建立，有助于康复训练的进一步

开展。

综上所述，胫腓骨远端螺旋形骨折患者外固

定术后，适当时机开展康复护理对其脚踝功能恢

复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对其心理状态有一定恢复

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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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4面)

尿管导管进行手术方法，疏通梗阻旧J。

急性尿路梗阻术后护理应以患者为中心，以

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护理干预，营造良好的病房

环境，改善舒适度。同时，实时动态监测患者的生

命体征，可为临床医师提供详细资料，并对患者实

施个性化心理疏导，以有效减轻患者的不良情绪，

利于术后康复进程。另外，术后做好导尿管的康

复护理，能够有效避免术后感染并发症的发生，做

好康复护理工作，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能够加快康复速度和减少预后复发。通过优质的

术后护理服务，观察组术后感染并发症发生比例

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由此可见，对急性上尿路梗阻引起自发性尿外渗

患者术后采取优质的护理服务，为患者提供准确

有效的护理措施，并进行密切的临床观察，可以减

少各种术后并发症，缩短患者康复时间，提高疾病

的治愈率和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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