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ice For Health健康忠告 2021年第 12期

创伤骨折在临床中非常常见, 该病通常是由强劲的外力
冲击导致的。 创伤骨折患者的疼痛感不仅仅来源于骨骼的损
伤,在手术过程中创伤部位的软组织会受到相应的破坏,疼痛
感会非常强烈。创伤骨折伤及骨骼,会给患者的身体健康以及
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创伤骨折后,疼痛会带来情绪上的变化,
使患者格外痛苦、焦虑。 在此情况下,对创伤骨折患者的护理
就尤为重要。 Orem自理模式又被称为自我照顾模式,主要是
通过患者自理来达到护理的目的[1]。 在我院运用 Orem自理模
式的创伤骨折患者,护理效果取得明显提高。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年 11月至 2020年 11 月期间收治的 800

名急诊创伤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 按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
与对比组,两组各 400例。 研究组男性 225例,女性 175例;年
龄 21~72岁,平均年龄(52.2±8.3)岁;采用 Orem自理模式进
行护理。 对比组男性 231例,女性 169例;年龄 20~71岁,平均
年龄(51.5±7.5)岁;采用常规模式进行护理。 所有患者的基本
资料并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P >0.05)。本次研究已告知家
属,均征得家属同意,符合医学伦理委员会相关要求。

1.2方法
1.2.1研究组
研究组采用 Orem自理模式进行护理, 具体从以下方面

展开:(1)护理人员首先对患者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年龄、经
历、健康状况、心理状况等,判定患者存在的缺陷。大部分患者
对于创伤性骨折缺乏认识,很容易出现恐慌、紧张的情绪,在
负面情绪的干扰下逐渐导致自理能力下降。 (2)护理干预措施。
不同患者的病情发展情况不同,护理干预措施也不同。处于急
性期的患者,护理人员需给予其教育指导,如主动讲解病情的
发展过程,让患者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疾病。积极配合后期的
治疗,消除不良情绪,获得战胜病痛的信心[2]。对于手术后的患
者,采用“部分补偿系统”帮助患者提供部分代偿性护理,指导
患者提升自理能力,对简单行动、吃饭穿衣等进行训练指导,
患者在自理过程中获得信心,能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护
理质量。

1.2.2对比组
对比组实施常规护理,对患者展开健康宣教,将用药方式

及禁忌告知家属,让家属监督保障用药不间断。
1.3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
本次临床研究选取的观察指标包括:①两组患者的应激反应;

②两组患者的满意度评分。 应激反应采用中国版 SAS量表进
行测试, 标准分界值为 50分,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
为中度焦虑,69分以上为重度焦虑。抑郁自评量表采用吴文源
改编的中国版的 SDS量表进行测试 [3]。 标准分界值为 50分,
51~60分为轻度抑郁,61~70分为中度抑郁,70分以上为重度
抑郁。患者满意度包括护理质量、服务态度以及语言沟通等内

容,标准分为十分满意、满意、不满意。 计算方法为:满意度=
(十分满意人数+满意人数)÷总人数×100%。 其中≥90分为十
分满意,89~70分为满意,≤69分为不满意。

1.4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计量资料用(x+s)进行表示,采用 t进行检验,计数资料用%
表示,采用 x2进行检验,P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研究组、对比组患者的应激反应
根据判定标准进行数据统计,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 SAS为

(36.56±3.37),SDS为(32.53±3.48),对比组患者护理后 SAS为
(41.67±3.98),SDS为(43.27±3.35)。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焦
虑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比组患者, 两组之间对比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研究数据见表 1所示。

表 1 研究组、对比组患者的应激反应(x±s,分)

2.2研究组、对比组患者的满意度评分
根据判定标准进行数据统计, 研究组患者的满意度评分为

(93.52±2.31)。对比组患者的满意度评分为(85.27±3.65)。结果显示
研究组患者的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比组患者。两组之间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数据见表 2所示。

表 2 研究组、对比组患者的满意度评分(x±s,分)

3 讨论
通过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护理后 SAS为(36.56±3.37),

SDS为(32.53±3.48),满意度评分为(93.52±2.31),调查结果均
优于对比组。 由此可见,对急诊创伤骨折病人采用 Orem自理
模式进行护理,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情绪质量,患者的满意度
非常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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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对 Orem自理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其在急诊创伤骨折病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我院 2018年 11
月至 2020年 11月期间收治的 800名急诊创伤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比组,两组各 400例;对比组
采用常规模式进行护理,研究组采用 Orem自理模式进行护理;对两组患者进行应激反应以及满意度调查。 结果:研究组患者的
焦虑抑郁情绪明显低于对比组,满意度评分高于对比组患者,两组之间比较存在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对急
诊创伤骨折病人采用 Orem自理模式进行护理,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情绪质量,患者的满意度非常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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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0 58.68±5.83 36.56±3.37 58.45±4.37 32.53±3.48

对比组 400 59.01±5.13 41.67±3.98 58.43±4.72 43.27±3.35

t 0.8499 19.5969 0.0622 44.4682

P 0.3956 0.0000 0.9504 0.0000

组别 例数（n） 满意度评分
研究组 400 93.52±2.31
对比组 400 85.27±3.65

t 38.1983

P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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