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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骨科护理质量管理中循证护理模式的应用
纪艳凤

（邹平市中医院   山东   邹平    256200）
[ 摘要 ] 目的：客观探究在中医骨科护理质量管理工作中有关循证护理模式所发挥出的效用。方法：选取在

邹平市中医院中接受治疗的 10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个小组，其中一组令其接受一般常规的护理
方式，另一组则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使用循证护理。继而对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与并发症状况、护理满意度

等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比较两组的研究结果。结果：调查研究结果相对明确化，研究组的各项结果显示都优于
对照组，并且两组患者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中医骨科护理质量管理中，循证护理模
式有助建立起较为和谐化的护患关系，同时促使整体的护理水准得到极大提升，可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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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医护理中，主要强调的是坚持以人为中心，

而这区别于西医药治疗，重视对患者全身做好中药
调理，并且搭配情绪调节、饮食起居习惯纠正，适
当增加运动量等方式，加速患者身体康复。中医骨
科科室中，收治的大多都是骨关节、周围组织受到
损伤的患者，他们接受治疗的方法也主要是手术治
疗，但因为受到手术原因、手术部位愈合、创伤类
型等因素，很大可能会对手术结果与患者预后造成
影响。医护人员在手术过程中，需对患者提供良好
的服务与护理对策，其实际内容主要包含有无菌措
施、伤口护理等，这是对患者的治疗效果产生直接
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迎合患者的身心需求，依
据护理诊断的结果，提出最佳的护理方式。循证护
理作为临床使用十分广泛化的护理模式之一，可基
于患者实际状况，综合护理人员临床经验与技能，
制定实践性与实用性较强的护理方案。本文重点分
析了在中医骨科护理管理过程中，循证护理模式展
现的具体效果 [1]。调查研究的具体结果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主要选取了在邹平市中医院中接受顾
客治疗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
研究组。前者的男女比例是 29：21，年龄区间则是
（51.4±6.9）岁。后者男女比例为 26：24，其主要
年龄区间是（48.7±5.9）岁。之后对两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等一般资料进行客观对比，差异不存在统
计学意义，表示具备可比性。

本次研究的主要纳入标准如下：一是保证是骨
折确诊病人；患者自愿参与到本次研究活动中来；
患者具备基础理解与阅读能力，不存在交流障碍
问题。

1.2 方法

对照组在办理完入院手续之后，正式开始接受
常规护理方式，并且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进行各方
面检查，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也需迅速的预约好时
间，结束时手术治疗后，需对患者身体的具体生理
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尽可能做好并发症的预防工作，
严格遵循医生的嘱托用药，将健康宣教的工作充分
重视起来，在出院之前需客观指导患者定期回到医
院中，接受复查。

研究组则是在对照组所接受的一般护理方式基
础上，推行循证护理模式，其护理的内容主要包含
如下几方面：

一是创建相关循证护理小组。组长的责任就交
给护士长，做好所有人员的护理知识培训工作，并
且引导所有护理人员系统掌握护理的所有流程，护
士一定要客观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诊断结果、患者
的具体身体状况、健康状况等，提出合理的循证问
题 [2]。

二是查询资料寻找合理循证支持。利用网络与
图书馆等进行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依据得出
的循证问题明确检索的相关文献，阅读文献与总结
归纳和骨科护理相关的证据，同时对得出证据的科
学性、真实性、临床实用性等进行评判的客观评价，
将有助于改善骨科护理质量管理的因素客观筛选总
结出来。首先人文关怀护理模式是相对优质化的服
务内容，其主要基础是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利用
为患者制定适合其自身要求的护理服务，有效满足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相关需求，进而促使患者的治
疗效果得以改善，不断提升医疗机构的整体护理服
务质量。骨科患者若是身体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则
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负性心理，因此人文关怀护
理模式对顾客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比较高。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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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专业护理小组和急需教育制度的建立可促使护
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得到提升，令护理人员的综
合团队合作意识、参与意识及管理意识得到显著提
升，令骨科护理的质量水平得到有效保证。再次，
全员参与一级质控制度可令所有骨科护理人员参与
到骨科的护理质量管理工作中去，令护理人员的质
量控制意识、责任感等得到显著提升，利用互相监
督的方式，保证护理的整体质量水平。最后，实现
人力资源资源的优势配置，非常有利促使护理人员
的工作效率水平得以提升，促使患者可以接受更为
优质化的服务。

三是依据循证结果制定合理护理计划。此次研
究所提出的问题主要包含有利用护理管理有效预防
患者的并发症及风险事件，促使患者的护理质量得
到提升等。患者患病的情况下，需要责任医师主动
向患者询问，掌握其具体疼痛程度，之所以这样做，
主要因为患者骨折的部位和具体严重程度并不一
样，因此可能产生的疼痛情况也并不相同，因此需
要责任医师叮嘱患者用药，并且对其疼痛症状表现
进行及时评估，尽可能提升患者的舒适度。患者正
式办理入院手续之后，需对患者的病灶部位查出来，
完善好各种针对性的护理工作，若是下肢疼痛状况
相对较为明显，肿胀也较重，则可将患者下肢抬高，
可适当为其准备消肿药物。

四是对患者开展适当的心理疏导，促使患者在
平和的心态中接受专业化的治疗与护理。骨科患者
可能因为受到病情影响而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压力
和负担，这对帮助患者病情恢复也较不利。基于此，
在开展护理工作之时，需坚持人文关怀作为重要基
础，为其提供合适的心理指导，为患者提供充足的
关心与鼓励，促使患者的不良心理状况得到极大改
善，不断提升患者治疗的自信心，主动配合医生护
士接受治疗。使用骨科对应的健康教育制度，对治
疗方式与优点进行适当普及，有效提升护理人员的
整体专业水准，令患者治疗的意识与自主性得到显
著提升，提升骨科整体护理水准。

五是重视增强并发症管理。患者在骨折以后，
一般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卧床休养，并且骨折的愈合
部位实际需要花费的时间相对较长，若是长时间处于
卧床的状况中，则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概率也明显更高，
例如压疮、肺炎、泌尿系感染等。基于此，需要责任
护士定期帮助患者翻身，做好患者的皮肤护理管理工
作，建立床头翻身卡，协助患者进行各种离床活动，
定期为患者更换好干净的床单，每天使用温水为患者
擦拭皮肤，尽可能减少并发症出现的概率。

六是开展合理的康复训练指导。在手术之后，
对患者病情进行客观监测，条件允许的话可与家长
一同鼓励患者，客观指导患者的训练方式，帮助刺
激患者机体功能意识；基于循证护理的指导，给予
患者合理的翻身、拍背等服务，若是年龄太大并且
有一些其他基础病，需充分完善好安全管理的相关
对策，像是有效预防坠床护理、肺炎护理等相关的
护理工作，完善并发症的预防与控制类工作；创面
护理方面，需尽可能减少刺激，降低出现不良生理
反应的概率，令预后的效果得以增强；对于一些病
情相对较重的患者而言，需重视开展病房管理，对
患者的病情变化状况进行定时观察，对异常状况进
行迅速处理，加速患者恢复。另外，健康的教育必
不可少。需使用相对多元化的健康指导方式，利用
发放健康保健手册，组织举办各种讲座等方法，为
患者及家属讲解疾病的各种知识，条件允许的话，
还可组织一些患友交流会，让成功痊愈的患者为大
家传授自己的经验与心得，以此为其他的患者提供
管理，加油打气。
1.3 观察指标

患者对科室护理质量的评分，具体包含骨折
固定、健康宣教、安全管理等各方面，其中满分是
100 分，分数越高的情况下，则合理的满意度也相
对更高。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专业的统计软件做好数据分析相关工作，
用率或构成比表示计数资料，利用X2进行客观检验。
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具体的调查研究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满意度

组别 非常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28（54.37） 13（26.31） 9（19.32） 41（80.68）

研究组 42（78.93） 7（17.55） 1（3.52） 49（96.58）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质量评分

具体的调查研究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对临床质量评分对比

组别 安全管理 骨科专科护理 骨折固定 健康宣教

对照组 16.71±1.47 17.07±1.03 15.64±1.02  15.24±1.03                                                      

研究组 23.48±0.64 22.12±0.33 23.02±2.27 23.50±0.43

t 32.4113 36.090 53.512 58.8000

P ＜ 0.05 ＜ 0.05 ＜ 0.05 ＜ 0.05

2.3 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事件与并发症状况

研究猪患者出现坠床与压疮等并发症的概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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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低于对照组，实际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与并发症状况

组别 坠床 压疮 跌倒 发生率（%）

对照组 1 2 1 4（8.00）

研究组 0 1 1 2（4.00）

3. 讨论
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人们愈发重视医疗质量，

尤其是医院的骨科，需坚持患者为本，给予患者有
效的护理方法，骨科中比较常见创伤，患者可能因
为车祸、工伤等因素出现损伤、皮肤撕裂等，因此
在骨科中需为患者提供最佳护理方式。护理质量是
患者对医护人员工作认可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同
时也是开展科室护理管理工作的重点，骨伤科所实
际的收治的患者多数都是骨折患者，而中医骨科中，
相对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就是骨折，骨折的具体表
现是十分明显的疼痛，自理能力的丧失等，这些都
是骨折较为常见的特征，在接受诊疗之时，需要长
时间的保持卧床休息，针对此种情况其出现并发症
的概率也相对比较高。现如今，急需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有效提升中医骨科患者在住院治疗之时护理管
理的质量。

循证护理是受到循证医学影响所产生的护理观
念。传统的护理活动中，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护
理的模式也在随之出现变化，在改正合理质量的同
时，令护理的成本随之降低，护理的整体质量水平
不断提升。循证护理的出现，可极大实现护理质量
的改善，令护理观点得以更新。循证护理主要将科
学研究结果与价值的结果作为主要依据，提出科学
有效证据，持续为护理模式创造良好研究依据条件，
主要包含如下几点：合适的护理研究依据；护理人
员可基于个人护理技能与专业化的临床经验，依据
患者的实际状况和价值观，根据其愿望开展合理的
针对性护理工作。循证护理中，这几点是非常重要
的三点，基于此，在开展实际护理工作之时，护理
人员需坚持指导实践，利用研究带动实践，促使护
理学科不断发展进步。不仅如此，护理人员还需持
续完善自我的护理技能和专业化经验，基于患者的
具体状况，令患者的相关护理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不断保证整体护理质量。总之，循证护理模式主要

是针对相关治疗手段、诊断结果与患者本身护理，
护士本身的专业能力水平与患者自身需求等，针对
性制定出等的相对合理与完整的解决方案，这一护
理方式令护理质量得到有效保证的同时，将潜在的
危险因素得到有效缓解，充实实现预期护理目标。

骨科和其他科室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之
处，主要表现如下：恢复的整体周期相对较长、极
易出现肢体功能障碍等相关问题；恢复的周期相对
来说十分长，很容易出现一些肢体障碍等方面的问
题；伤口极易被感染；长时间卧床会导致出现诸多
并发症问题。基于此，在对骨科患者开展护理工作
之时，需将护理质量管理工作重视起来，尽可能为
患者提供相对优质化的护理。

而近年来，全球多个国家的护理实践出现了较
为深刻的变化，推行了病人为中心的综合护理、使
用了临床路径的工作方式、推行了以实证为本的循
证护理；进行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促使基础护
理与专科护理共同开展。这也是本次课题研究主要
使用的护理管理方式，之后与一般的常规护理客观
比对。在患者正式入院之后，交由护理小组负责，
客观与精确的判断患者的病情、各种生理指标与骨
折的实际表现等，继而针对性提出需要解决的循证
问题，继而基于问题寻找合理资料，基于医护人员
的护理经验制定合理护理对策，有效解决护理中可
能遇到的各种护理问题，令患者的恢复速度得以加
快。在此次调查研究活动中，护理的满意度对比对
照组明显更高，其出现不良事件和会并发症的概率
较低。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展骨科护理之时，有效发挥循

证护理模式的作用，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展
合理有效的合理工作，帮助患者减轻心理压力，提
高患者的整体护理满意度。此次研究中，循证护理
可帮助建立起和谐与良好的护患关系，促使骨科护
理质量水平得以提升，保证管理水平。基于此，在
开展医院的骨科护理工作之时，需将循证护理的研
究工作充分重视起来，将其使用到临床护理医学中，
促使循证护理模式广泛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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