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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护理管理在创伤骨科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王� 娇*

北京北亚骨科医院� 北京� 102445

摘� 要：目的：分析疼痛护理管理模式在创伤骨科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本院于����年��月至����年��月收

治的��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管理模式，观察组

实施疼痛护理管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睡眠质量、情绪情况、护理满意度、住院时长和疼痛持续时间。

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明显更轻，睡眠质量明显更好，情绪状况明显更好，护理满意度更高且住院时间

和疼痛持续时间均更短，两组患者对比有统计学差异（��������）。结论：通过疼痛护理可以有效提升患者对护理的

满意程度，减轻患者的疼痛程度，缩短疼痛时长，消除负面情绪，提升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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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创伤骨科所收治的患者多为急诊患者，如脊柱创伤、四肢创伤、关节创伤等，患者出院到出院这个过程中

通常会伴随有程度不同的疼痛感。疼痛的产生不仅会对患者情绪造成影响，同时还可能会引发不良应激反应，阻碍患

者病情康复。护理人员作为与患者接触最为频繁的人员，其自身对疼痛的认知、干预态度、护理技能等都会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干预效果，故而强化对护理人员疼痛护理管理的重视，强化护理人员的认知、提高其干预技能非常必要。

因为，为进一步改善创伤骨科患者的护理效果>��，本次研究中采用疼痛护理管理模式对本院����年��月—����年��月

收治的创伤骨科住院患者进行研究，并就其应用情况进行了如下分析。

1��资料及方法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于����年��月至����年��月收治的��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例。对照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岁；病程�a�周，平均（���������）周。观察组男��

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岁；病程�a�周，平均（���������）周。两组患者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骨科疾病的相关诊断标准且在创伤骨科病房住院治疗；患者无其他疼

痛类疾病；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排除标准：恶性肿瘤患者；依从性差患

者；语言障碍患者。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健康教育、病情监测、创伤处理和药物镇痛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取疼痛护

理：①建立疼痛护理小组。由医生、责任护士组成，对全体骨科医护人员进行疼痛护理管理培训，增强医护人员的疼

痛管理意识，提高沟通、护理技巧。②加强疼痛评估和健康教育。患者入院后，责任护士及时同患者及其家属沟通，

了解疼痛情况，应用视觉模拟评分9�6法评估疼痛，做好记录，根据评估结果及时采取措施，并依据患者情况帮助患

者正确认识创伤骨科疼痛，取得患者的配合，给与患者积极的指导，及时解答患者的疑问。③加强心理护理>��。协同

患者家属，给予患者语言安慰和鼓励，讲述成功病例，增强其治疗信心。④转移疼痛感。取得家属配合，协助患者转

移疼痛注意力，根据患者兴趣爱好，病房中播放舒缓音乐、娱乐电视节目来转移注意力。⑤加强疼痛药物合理使用。

�����观察指标

（�）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9�6法评价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a��分，分值和疼痛程度呈正比。（�）睡眠

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价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总分��分，分值和睡眠质量呈反比。（�）情绪情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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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0�、+�0�评分对两组患者的情绪状况进行评价，分值越高心理状况越差。（�）护理满意度：通过问卷形式

对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软件处理数据资料，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χ�检验。计量资料用（ ）表示，采用�检验。��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比较

护理前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明显更轻，两组患者对比有统计学差

异（��������），见表�。

表1��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比较（ ，分）

组别 例数
9�6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 ��������� ���������

对照组 �� ��������� ���������

� ������ ������

� ������ ������

�����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明显比对照组更好（��������），见表�。

表2��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比较（ ,分）

组别 例数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入睡时间

观察组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两组患者的情绪情况比较

护理前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0�评分和+�0�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见表�。

表3��两组患者的情绪情况比较（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0� +�0� +�0� +�0�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和疼痛持续时间比较

观察组的住院时间和疼痛持续时间均更短。

3��讨论

创伤骨科为医院的重要科室之一，其收治的患者多以各种骨折、骨创伤、其他骨病等为主。疼痛为该科室患者最

为典型的一项症状，无论是创伤或是手术及术后康复治疗中，患者都需要忍受程度不同的疼痛感。而持续的疼痛感往

往会让患者出现明显的焦虑、烦躁等情绪，甚至会对治疗效果及医护人员水平产生怀疑，严重者甚至可能会出现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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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医患矛盾等严重后果。因此，加强对创伤骨科患者临床护理干预的重视，尤其是加强对患者疼痛干预的重视非

常必要。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加速康复外科理念逐渐在临床上得到应用，其主要是通过使用相应的护理手段来减轻

手术所引发的应激反应、并发症发生，加速患者康复的一种理念。

本研究通过对��例患者在创伤骨科病房的护理情况进行观察，发现在疼痛护理管理模式下接受护理干预的患者其

住院时间和疼痛持续时间较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下接受护理干预的患者更短，疼痛程度更轻，睡眠质量改善情况和不

良情绪改善情况更为明显>��，且护理满意度更高（��������）。通过疼痛护理可以有效提升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减

轻患者的疼痛程度缩短疼痛时长，消除负面情绪，提升治疗效果（��������），此结论印证了本研究的观点。

结束语：综上所述，疼痛护理提高创伤骨科患者的疼痛控制效果，利于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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