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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肌腱损伤术后康复护理分析
李琼，张玲，沙婕  （联勤保障部队第 988 医院创伤显微骨科，河南郑州 450000）

摘要：目的：分析手部肌腱损伤患者术后康复护理的应用效果，总结一系列有效措施，为更多患者快速康复提供有力支持。方法：将 2019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手部肌腱损伤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康复护理。比较两组临床护理效果、护理服务满意度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实验组临床护理效果、对护理服务

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手部肌腱损伤患者术后康复护理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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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肌腱损伤多以切割伤为主，也有闭合性撕裂、合并

神经伤等症状表现 [1]。手部肌腱损伤后，患者手部关节会失

去正常的活动功能，伴有剧烈疼痛，极大地影响着日常生活、

工作、学习。手部肌腱损伤的危害性极大，术后及时开展康

复训练，做好并发症预防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分析手部肌

腱损伤患者术后康复护理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手部肌腱

损伤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0 例。对照组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20~70 岁、平均年龄

（37.36±1.05）岁。实验组男 39 例、女 11 例，年龄 24~79 岁、

平均年龄（38.08±1.78）岁。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如用药指导、病房巡查等，及时

与患者沟通，以免引发医患纠纷，保证护理记录的完整性。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康复护理：（1）采取有效

的心理疏导措施，帮助患者改善负性情绪，解决心理问题；

让患者及家属充分认识到康复训练的重要性，主动学习疾病

相关知识，进一步提升认知水平；使患者积极参与康复训练。

（2）手部肌腱损伤术后 2 周内可以开始康复训练，要做到循

序渐进，逐渐增加康复训练难度、时间、任务量等；鼓励患

者主动训练，克服困难，更好地完成抗阻力练习，促进手部

关节功能恢复。（3）耐心指导关节僵硬患者进行关节活动性

训练，注意控制训练难度，以免造成二次损伤；指导肌腱断

裂的患者，伤势稳定后进行关节功能锻炼，以免发生黏连，

影响手术效果；指导术后水肿患者选择舒适体位，促进静脉

血液回流，配以按摩、针灸等，预防并发症。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临床护理效果、护理服务满意度和并发症发生

率。临床护理效果包括优、良、差，总有效 = 优 + 良。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1.0 软件处理数据，进行 t 检验和 χ2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护理效果

实验组临床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护理效果比较 [n（%）]

组别 n 优 良 差 总有效

对照组 50 22（44.00） 14（28.00） 14（28.00） 36（72.00）

实验组 50 36（72.00） 9（18.00） 5（10.00） 45（90.00）

χ2 5.263

P ＜ 0.05

2.2  两组护理服务满意度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实验组护理服务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服务满意度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n 护理服务满意度 并发症发生

对照组 50 37（74.00） 8（16.00）

实验组 50 48（96.00） 1（2.00）

χ2 9.490 5.983

P ＜ 0.05 ＜ 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临床护理效果、对护理服务满

意度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可见，
手部肌腱损伤患者术后康复护理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减少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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