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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理论联合渐进式功能锻炼在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
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郑玉梅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人民医院，云南 昭通  657600）

【摘要】目的：探究在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疾病护理中自我效能理论联合渐进式功能锻炼所取得的应用价值。方法：2019.1-2020.12，92 例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随机分组法，每组 46 例。常规护理法用于对照组，自我效能理论联合渐进式功能锻炼用于观察组。结果：护理前两

组自我效能感评分及髋关节功能评分对比无差异（P ＞ 0.05）；护理后，观察组自我效能感评分及髋关节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在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疾病护理中应用自我效能理论联合渐进式功能锻炼展现出了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提升了患者自我效能及髋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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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股骨粗隆间骨折疾病临床治疗效果，术后早期阶

段加强对患者进行康复锻炼尤为重要。本文将 92 例老年股骨粗

隆间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自我效能理论联合渐进式功能

锻炼所取得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1~2020.12，92 例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随机分组

法，每组 46 例。对照组，男、女为 22 例和 24 例，61~82 岁，

均值（73.7±3.3）岁；观察组，男、女为 23 例和 23 例，62~84 岁，

均值（74.3±3.4）岁。两组资料无差异（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功能锻炼，在患者家属的辅助下卧床做关

节伸屈练习运动，在拐杖下进行站立及扶拐平地走训练，之后

还可做上下楼梯训练。为了避免患者意外跌倒发生撞伤，应去

除掉家中地面上的障碍物，铺设防滑地板，将扶手安装在卫生

间中。

观察组，行自我效能理论联合渐进式功能锻炼方法：一是

提升知识水平：为患者发放康复知识指导手册，责任护士应耐

心为患者及其家属讲解手册上的内容，对于患者不懂的地方可

实际进行演示，引导患者对相关的健康知识进行复述，并根据

患者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其进行培训，确保其能够充分理解术

后康复知识。二是自我价值感知：在助行器的辅助下对患者参

与日常生活活动及步行训练进行指导，以使患者的自我价值感

得以提升。为了提升患者的疾病治疗自信心，应为患者讲解成

功的治疗案例，使其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参与到术后功能锻炼中

的必要性。告知患者家属应积极与患者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

并给予其充分地理解及支持，使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得以缓解。

三是康复训练指导：①术后当天至 2 周，指导患者做股四头肌

及踝泵运动，每次 10 个，每个动作连续做 10s。足趾主动运动，

每次 10 个，每个动作连续做 10s。髋膝抗阻屈伸运动，每次 10

个，每个动作连续做 10s。直腿抬高运动，每次 10 个，每个动

作连续做 10s。坐位练习，每日 3~5 次，每日 30~50min。②术后

2 周 ~1 个月，应加强锻炼的力度，对患者的坐站进行指导，在

助行器下进行 20% 的体重站立，每次 10 个，每次持续 3~5s，

连续做 5 次。保持仰卧位做空踩自行车训练，每日 1~3 次，每

次 2~5min。③术后 3 个月，继续增加训练强度，引导患者参与

到步行训练中来，并逐渐增加腿部的训练强度。当患者的步行

稳定之后，可引导患者拄拐杖进行练习，逐渐向扶手杖及弃杖

步行过渡。④术后 3~6 个月，指导患者做上下楼训练。

1.3 观察指标

观察护理前后两组自我效能感评分，用GSES（自我效能感）

量表进行评估，分值范围为 10~40 分，自我效能感与评分呈

正比。

    观察护理前后髋关节功能，用 Harris（髋关节功能评分）

量表进行评估，总分 100 分，髋关节功能与评分呈正比。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2.0 软件，自我效能感及髋关节功能用（ sx ± ）表示，

用 t 检验，差异显著（P ＜ 0.05）。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自我效能感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自我效能感评分对比无差异（P ＞ 0.05）；护

理后，观察组自我效能感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

表 1  护理前后自我效能感评分对比（ sx ± ）

组别（n=46） 护理前（分） 护理后（分）
观察组 20.05±1.35 34.75±1.85
对照组 19.65±1.54 25.13±1.75

t 值 1.162 2.253
P 值 0.247 0.000

2.2 护理前后髋关节功能对比

对照组，护理前为（45.11±2.74）分，护理后 3 个月为

（63.85±3.86）分；观察组，护理前为（44.35±2.52）分，护理

后 3 个月为（79.16±4.12）分。护理前两组髋关节功能对比无

差异（P ＞ 0.05）；护理后 3 个月，观察组髋关节功能评分高

于对照组（P ＜ 0.05）。

3 讨论

股骨粗隆间骨折作为临床上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发病

率呈现出逐年上升发展趋势，在发病后应及时进行疾病治疗，

以防止出现畸形。在股骨粗隆间骨折疾病治疗中主要是采用手

术治疗方法，在手术结束后的 6 个月以内为患者髋关节功能恢

复的关键时期，要求患者应尽早地参与到术后功能锻炼中去，

由于大多数患者在治疗后均会出现膝僵硬、髋痛及膝痛等情况，

对患者功能的快速恢复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且在手术结束后需

要制动，极易出现股四头肌出现粘连，关节处出现纤维粘连情况，

对患者关节的正常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膝关节出现僵硬感。

因此，应给予患者自我效能理论联合渐进式功能锻炼方法，给

予患者全面的督促及监督，教会患者各项功能锻炼的具体方法，

以提升患者康复效果及质量。同时，患者家属也应积极地参与

到患者康复训练中来，使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得以提升。本文

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自我效能感评分及髋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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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小儿静脉输液穿刺成功率和家长满意度的影响
孙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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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优质护理对小儿静脉输液穿刺成功率以及家属满意度的影响。方法：此文选取 100 例儿科科室行静脉输液的病患，输

液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参考护理模式差异进行分组。对照组 50 例行常规护理，实验组 50 例在常规基础上接受优质护理。以一次穿

刺成功率、家长满意度为观察指标。结果：对照组与实验组一次穿刺成功率为82％、96％，满意度分别为80％、96％，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优质护理的实施，可提高小儿静脉输液穿刺成功率，也可提高家长满意度，因此应用价值高。

【关键词】优质护理；小儿静脉输液；穿刺成功率；家长满意度

输液是治疗多种儿科疾病的有力手段，因为小儿输液工作

中，服务对象均为年龄较小的儿童，儿童表达主观感受的能力

有限，且有着较差的独立性，对家长依赖性强。因此在此类患

儿的护理工作中，不仅要考虑对疾病的改善效果，还应考虑患

儿心理、精神以及家属的需求。随着我国医疗护理模式的创新，

优质护理逐渐被应用至临床儿科输液护理工作中，已经成为一

种重要的护理措施。为探究优质护理对输液患儿的护理效果，

本文纳入 100 例患儿展开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文选取 100 例儿科科室行静脉输液的病患，输液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参考护理模式差异进行分组。对照

组内，包括男病患 25 位，女病患 25 位，均处于 1~11 岁年龄阶

段，平均值为（6.29±1.93）岁。实验组内，包括男病患 26 例，

女病患 24 例，均处于 1-11 岁年龄阶段，平均值为（6.48±2.01）

岁。此研究未违反伦理委员会要求，患儿对研究详情知晓，对

照与实验两组病患一般资料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常规对患儿进行穿刺，输液过程中

加强巡视，讲解注意事项等。实验组在上述基础上接受优质护理。

①穿刺前。评估患儿病情、意识、血管状况、穿刺处皮肤状况、

药物情况等，向家属讲解用药情况，包括输液耗时、输液注意

事项等，在家属干预下为患儿做好心理建设，主动询问患儿与

家长需求，耐心解答疑惑，合理指导饮食，降低胃肠道反应风险。

②穿刺中。护理人员需加强穿刺练习，提高自身穿刺技术，同

时在家属干预下安抚患儿情绪，必要时要求家属制动患儿肢体，

避免因患儿挣扎影响穿刺。输液时加强巡视，密切注意有无不

良情况，若有需及时处理。输液时需做好穿刺针的固定，叮嘱

家属时刻注意患儿穿刺部位，避免患儿动作幅度过大、抓挠穿

刺处。③输液后。指导家属按压穿刺处，确认无出血后可离院，

叮嘱注意事项。

1.3 观察指标

以一次穿刺成功率、家长满意度为观察指标。

护理满意度：以本科室自行编制调查表评价，包括关于护理

情况的问题 20 个，每题 0~5 分，总分值 0-100 分，根据评分分为满

意（85~100分）、较满意（60~84分）、不满意（＜60分）三个标准。

1.4 统计学处理

将“1.3”中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处理软件为 SPSS21.0，

在检验表中分别进行卡方检验 ( 计数资料（％）) 和 T 值检验 ( 计

量资料（ sx ± )，最终结果以 P 值表示，P 区间在 0.05 以下时，
则表示两组差异明显。

2 结果

对照组与实验组一次穿刺成功率为 82％、96％，满意度分

别为 80％、96％，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详见表 1。

表 1  一次穿刺成功率及满意度比较
组别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计 一次穿刺成功

对照组 23（46％） 17（34％） 10（20％）40（80％） 41（82％）
实验组 27（54％） 21（42％） 2（4％） 48（96％） 48（96％）

X2 6.0606 5.0051
P 0.014 0.025

3 讨论

小儿输液的护理服务对象具有特殊性，由于患儿年龄较小，

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有限，并且患儿多为独生子女，因此大多

数患儿的承受能力较低，对家长有极强的依赖性，者增加了儿

科输液护理工作的难度。且多种儿科疾病特点为起病急，且病

情变化快，治疗效果受患儿依从性影响较大，因此增加了各种

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既往的护理方法，主要针对患儿的疾病

改善以及治疗安全性，对患儿的心理健康注意力不足，严重影

响了患儿对治疗及护理的依从性，也影响了患儿的治疗效果。

优质护理工作中融入了人文关怀的额理念，根据患儿的个人特

点、病情展开针对性的干预，通过穿此前的健康教育提高了家

属配合度，穿刺时安抚患儿情绪，同时通过护理人员穿刺技术

的提高，有效提高了穿刺成功率，穿刺后注意事项的讲解及穿

刺处按压的指导，进一步提高了家长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的实施，可提高小儿静脉输液穿刺成

功率，也可提高家长满意度，因此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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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说明在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疾

病护理中应用自我效能理论联合渐进式功能锻炼方法具有可行

性，给予了患者科学的锻炼指导，使康复锻炼的有效性及正确

性得以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在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疾病护理中应用自我效

能理论联合渐进式功能锻炼展现出了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提

升了患者自我效能及髋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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