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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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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以医联体为依托的个体化康复指导在髋关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佛山复星禅城医院行髋关节置换术的老年患者 $" 例"以社区为单位进行

分组"将与该院建立医联体的 7 个社区内的 83 例患者设为观察组"未与该院建立医联体的 7个社区内的 8#例

患者设为对照组# 两组住院期间均接受常规护理及康复指导# 对照组出院后第 %$3$2 个月进行门诊随访#

观察组开展以医联体为依托的个体化康复指导# 比较两组髋关节功能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及护理满意

度# 结果!两组出院时髋关节功能评分$改良9*:;<=,指数%>9?&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

观察组出院后 2 个月髋关节功能评分为%$$A3B C2A"7&分">9?量表评分为%$"A"B C7A8&&分"护理总满意率

为 B3A&#D"对照组分别为%7BA#$ CBA8#&分$%77AB$ CBA38&分$7%A83D"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E&A&"&# 结论!以医联体为依托的个体化康复指导能够改善髋关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髋关节功能

及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关键词"!髋关节置换术'!医联体'!个体化康复指导'!髋关节功能'!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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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置换术是利用手术方法将被损伤破坏的

关节面置换为人工关节"以达到缓解关节疼痛$矫正

畸形$改善关节运动功能的目的"其治疗效果经多年

临床实践得到充分肯定(%)

#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

越来越多的老年患者通过本术式重建关节功能"改善

生活质量# 而术后功能锻炼$各种并发症的预防直接

关系到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 由于老

年患者康复依从性较差"出院后自我管理能力低"因

此"帮助老年患者出院后继续获得有效的康复指导尤

为重要(#(3)

# 医联体即*区域医疗联合体+"可整合同

一区域内医疗资源"为患者解决看病难的问题(8)

# 本

文观察依托医联体的个体化康复指导应用于髋关节

置换术后老年患者的效果# 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佛

山复星禅城医院%原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行髋关

节置换术的老年患者 $"例"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分组"

将与佛山复星禅城医院建立医联体的 7 个社区内的

83例患者设为观察组"未与佛山复星禅城医院建立

医联体的 7个社区内的 8#例患者设为对照组# 观察

组男 #%例"女 ## 例'年龄 2# K7$%22A8$ C3A37&岁'

疾病类型骨性关节炎 %7 例"类风湿关节炎 %8 例"股

骨颈骨折 B 例"股骨头坏死 3 例# 对照组男 #& 例"

女 ## 例'年龄 2% K72%22A#" C3A%$&岁'疾病类型

骨性关节炎 %$ 例"类风湿关节炎 %# 例"股骨颈骨折

%& 例"股骨头坏死 #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A&"&"具有可比性#

!#$"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首次接受髋关

节置换术'单侧手术'术前无其他合并症'年龄
!

2&岁'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患有严重心$脑$

肝$肾等疾病'术前改良9*:;<=,指数%)6H+L+=H 9*:;<=,

?-H=M">9?&

(")量表评分
"

2& 分'精神$认知等功能障

碍"记忆力损害者#

!#%"方法"两组住院期间均接受常规护理及康复

指导"出院前进行健康宣教"发放髋关节置换术康复

手册# 对照组出院后第 %$3$2 个月进行门诊随访"

了解患者康复需求及居家康复情况"给予相应指导#

观察组开展以医联体为依托的个体化康复指导"为期

2个月"具体如下!%%&成立医联体干预小组# 由佛山

复星禅城医院骨外科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康复师$专

科护士以及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组成医联体小

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负责病情诊疗$后续跟踪复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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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康复指导"康复师负责提供不同阶段的康复锻

炼指导$仪器使用等"专科护士负责评估各阶段康复

情况"给予相应指导"社区护士按照个体化康复计划

对出院患者进行居家指导# %#&人员培训与考核# 观

察组成员在实施护理干预前进行集中培训"培训内容!

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医联体概念$个体化康复指导

方法$医院小组成员与社区护士对接$小组成员与患

者对接等# 与佛山复星禅城医院合作的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选派 % K# 名护士"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到佛

山复星禅城医院进行对口专业进修学习# 佛山复星禅

城医院骨科$康复科各选派 % 名临床护理经验丰富

的护士"每周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宣教"宣教内

容包括骨科常见病知识$骨科手术后护理注意事项$

急救技能等"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及社区居民的护理技

能及认知水平"指导社区护士护理实践# %3&护理方

案实施#

!

出院前"建立患者信息电子档案"包括患

者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出入院时间$所在社

区$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疾病情况及康复计划等#

"

出院前第 % K3天"建立医联体小组微信群# 出院时"

医院护士将患者档案$康复计划发送至微信群# 社区

护士进行居家康复指导"于患者出院后第 %天$第 3 天

上门指导"指导时间为 8" K2& )+-I次"共指导 # 次#

康复指导主要以护士播放康复锻炼视频和现场指导

形式进行"视频内容包括下肢按摩$足部运动$髋关节

屈曲运动$股四头肌收缩运动$直腿抬高$平地行走$

上下楼梯$沐浴$穿衣等# 之后护士根据视频讲解锻

炼技巧及注意事项"并告知患者及家属每月家访时间#

#

患者居家康复期间"嘱患者如有不适及时至社区卫

生中心咨询"社区人员如有疑问及时与医院医务人员

沟通"快速建立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绿色通道#

$

出

院后 2个月内"社区护士每月上门服务 % 次"将访视

结果及时反馈至小组微信群"提醒患者回院复诊#

!#&"观察指标!本研究采用统一的指导说明问卷填

写要求"采用一致的语言向患者解释调查问卷内容"

由患者自行填写"问卷当场发放$回收"检查有无缺失

内容"当场补充完整后收回# 比较两组出院时$出院

后 2个月髋关节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及护理满意度#

%%&髋关节功能!采用 N*::+0髋关节功能评分(2)

"对

患者关节疼痛$功能$畸形$活动度进行评估"评分范

围 & K%&&分"评分越高"髋关节功能越佳# %#&日常

生活能力!采用>9?量表评分"包括进食$洗澡$个人

卫生等方面"总分 %&&分"评分越高日常生活能力越好#

%3&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护理满意度量表评价"包括

服务态度$指导内容$操作技能等方面"邀请护理专家

对问卷内容进行补充修改"经测试"问卷O:6-P*5<Q0

%

系数为 &A$"#"重测效度为 &A$2## 在末次随访时将

问卷发放给患者填写"分为非常满意%$" K%&& 分&$

满意%2& K$8 分&$不满意%& K"B 分&# 总满意率R

%非常满意S满意&I总例数T%&&D#

!#'"统计学方法"应用 UVUU#&A&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 C标准差%

#

"C#&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

(%%D&)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

# 检验# 等级资料比

较采用秩和检验# !E&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髋关节功能评分比较!两组出院时髋关节

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 观察

组出院后 2个月髋关节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E&A&"&# 见表 %#

表 %!两组髋关节功能评分比较!"

#

"C##$分%

组!别 例数 出院时 出院后 2 个月

观察组 83 38AB$ C7A8"

$$A3B C2A"7

$

对照组 8# 3"A#8 C$A%%

7BA#$ CBA8#

$

$ G &A%"8 "A%$#

! G &A$7$ &A&&&

!注!与同组出院时比较"

$

!E&A&"

$#$"两组>9?量表评分比较!两组出院时>9?量

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 观察组

出院后 2个月>9?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E&A&"&# 见表 ##

表 #!两组>9?量表评分比较!"

#

"C##$分%

组!别 例数 出院时 出院后 2 个月

观察组 83 8#A"3 C%&A32

$"A"B C7A8&

$

对照组 8# 8#A7& CBA$"!

77AB$ CBA38

$

$ G &A&7$ 8A%2B

! G &AB3$ &A&&&

!注!与同组出院时比较"

$

!E&A&"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护理总满意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A&"&# 见表 3#

表 3!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D#%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83 #3%"3A8B& %7%3BA"3& 3%2AB$& 8&%B3A&#&

对照组 8# %8%33A33& %2%3$A%&& %#%#$A"7& 3&%7%A83&

&'

!

#

G #A878 2A$%$

! G &A&%8 &A&&B

%"讨论

%#!"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护理管理现状!髋关节置换

术后患者康复效果不仅与手术有关"还与患者术后护

理$功能锻炼亦具有密切关系"及时$有效的康复训练

能够改善患肢血液循环"促进关节功能恢复(7($)

# 由

于目前医疗资源有限"加之骨科手术后需住院患者人

,2$%%,

O<+-=0=W6X:-*,6LY=/O,+-+5*,>=H+5+-="Z=5=)P=:#&##"[6,X)=%""YX)P=:%#!!



数日益增多"患者术后往往需居家康复"但老年患者

及家属普遍存在康复知识$护理技能不足的现象"居

家康复效果欠佳(B(%&)

# 因此"探索一种恰当的居家护

理模式是骨科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开

展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居家护理主要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院延续护理$医院与社区对接完成"其中社

区护理在护理质量$人员培训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医院延续性护理中心受医院人力$地域等限制(%%(%#)

#

部分医院开展以医院与社区相结合的对接护理模式"

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医院为支撑"可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上述两种模式的缺陷(%3)

#

%#$"依托医联体的个体化康复指导对髋关节置换术

后老年患者的护理优势!本研究中"观察组出院后

2 个月髋关节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E&A&"&# 说明以医联体为依托的个体化康复

指导可显著改善髋关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关节功能#

原因可能是医联体干预小组对出院患者进行综合评

估"针对每例患者当前存在问题及不同身体素质制

定个人康复计划"康复指导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适用

性(%8)

# 本研究中将髋关节置换术后不同阶段的功能

锻炼制作成视频"供患者居家学习"并由社区护士现场

指导$示范"可促进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与文献报道

相同(%"(%2)

# 观察组出院后 2 个月>9?量表评分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A&"&# 说明以医联

体为依托的个体化康复指导能提高髋关节置换术后

老年患者日常活动能力# 其原因在于护理人员定期

电话和上门随访"能够及时纠正患者错误行为"给予

针对性认知干预和行为干预"并对家庭环境存在的问

题进行整改"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观察组护理总

满意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A&"&"

说明以医联体为依托的个体化康复指导能提高髋关

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其原因在于以

医联体为依托的个体化康复指导通过整合区域医疗

资源"构建以医院(社区(家庭为服务框架的护理模式"

指导社区护士对患者进行居家护理"开通患者护理$

就诊双向绿色通道"护患可随时沟通"患者居家康复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得到及时解决"有效促进患者术

后康复"故能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7(%B)

# 此外"医联

体框架下的护理模式增进了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联系"为社区护士提供了学习进修渠道"不断提

高基层医务人员理论$实践能力"并推进医疗$护理有

效衔接服务体系的构建(#&(#%)

#

综上所述"以医联体为依托的个体化康复指导

有利于髋关节置换术后老年患者髋关节功能及日常

生活能力恢复"并取得较高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 杨家庆4系统康复训练对老年股骨颈骨折髋关节置换术后髋关

节功能的影响(W)4中国医学创新"#&%$"%"%8&!%33 G%324

(#) 于红英"宋学良"张丽敏"等4多模式互动延续护理在老年全髋关

节置换术患者居家康复中的应用效果(W)4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B"#"%#"&!3#"# G3#"74

(3) 袁春敏"周!贵"马福军"等4网络延续护理平台在医联体髋关节

置换术后康复中的应用(W)4昆明医科大学学报"#&%B"8&%8&!

%88 G%8$4

(8) 汤!佳"王长青"王静成"等4医联体内实施中期照护模式可行性

研究(W)4中国医院管理"#&%B"3B%%&!#" G#74

(") 王赛华"施加加"孙!莹"等4简体版改良9*:;<=,指数在脑卒中恢

复期中的信度与效度研究(W)4中国康复"#&#&"3"%8&!%7B G%$#4

(2) 夏振兰"何!冰"范梅霞"等4中文版牛津髋关节功能量表信效度

评价(W)4护理学报"#&%#"%B%"&!#3 G#"4

(7) 郭淑吟"廖丽珊"王凯珊4早期康复路径式护理对髋关节置换术患

者膝关节功能的影响(W)4中国医学创新"#&#&"%7%%&!%&2 G%&B4

($) 邹荣花4精细化管理在接受髋关节置换手术的高龄患者围术期

中的实施分析(W)4中国医学创新"#&%$"%"%3#&!%%3 G%%24

(B) 胡!迪"王!璇"王林龙"等4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功能锻

炼的康复效果(W)4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2&!78 G724

(%&) 李!涛"王立银"吕媛浩"等4老年双侧全髋置换术后?O\指导下的

康复对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W)4中国康复"#&#&"3"%#&!7% G734

(%%) 何翠环"储小桃"李!蕾"等4个性化功能锻炼在微创全髋关节置换

术后康复中的应用(W)4蚌埠医学院学报"#&#&"8"%$&!%%%8 G%%%74

(%#) 努尔古丽,买提哈提"史凌云"王新玲4互动达标理论的延续性

照护在加速康复外科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W)4中国医药导报"#&%B"%2%%7&!%8& G%834

(%3) 王!莉4术后家庭支持康复在全髋关节置换术后的应用(W)4

西部中医药"#&%B"3#%8&!%37 G%3B4

(%8) 王!萍"刘凤兰4]̂N整合式健康教育对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

康复效果的影响(W)4现代医学"#&%B"87%"&!2&& G2&34

(%") 陈!俊"衣!静"胡月婷4康复护理干预对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

康复效果及自理功能的影响(W)4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7%#"&!#$3B G#$8%4

(%2) 高!丽"张!丽"杨!莉"等4品管圈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康

复中的应用(W)4河北医药"#&%7"3B%%7&!#7&B G#7%%4

(%7) 杨!帅"于哲一"计海彪"等4移动医疗_VV在髋关节置换术后社区

康复训练中的作用(W)4中国康复医学杂志"#&%$"33%#&!#%" G#%74

(%$) 张!馨"黄琳涵"那文艳"等4现代信息技术在肠造口患者延续性护

理中的应用概况(W)4中国临床新医学"#&%7"%&%#&!%$B G%B#4

(%B) 徐惠娟4动漫宣教片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病人术后康复训练中

的应用效果(W)4护理研究"#&%B"33%%&!%#2 G%#B4

(#&) 甘玉云"代极静"刘!星"等4功能康复优化方案在全髋关节置

换术病人中的应用(W)4护理研究"#&%B"33%$&!%83% G%8384

(#%) 汤!佳"王长青"谢修强"等4医联体中实施老年患者中期照护

模式的实践探索(W)4医学与哲学"#&#&"8%%%&!82 G8B4

"收稿日期!#&#% G&# G&3#"本文编辑!韦!颖!潘洪平#

本文引用格式

朱尚媚"李韦湮"甄秋甜4依托医联体的个体化康复指导在髋关节置换

术后老年患者中的应用(W)4中国临床新医学"#&##"%"%%#&!%%$" G

%%$74

,7$%%,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