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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手指屈肌腱损伤患者功能恢复情况的影响
汪　娟

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手足显微外科

　摘　要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手指屈肌腱损伤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收

治的手指屈肌腱损伤患者 96 例。以随机抽签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另采用

延续性护理干预法，观察两组患者指 TAM（手指关节总活动度）评价、并发症、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指 TAM 评价高于

对照组（p ＜ 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延续

性护理干预对手指屈肌腱损伤患者功能恢复有促进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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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屈指肌腱损伤会导致丧失握持功能。常见的损伤原因

为刺伤，撕裂或是切割伤。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方式 [1]。术后

易出现红肿、感染、肌腱粘连、肌腱断裂等并发症状，同时

痛感较强，患者难以忍受，需辅助科学有效的护理方式 [2]。

因常规护理中，护理人员工作强度高，在心理疏导及护理常

识的宣讲中常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且与患者沟通少，并未

了解及满足其内在需求，影响最终护理结局。而延续性护理

依据患者现有状态针对指导，包括日常护理方法、注意事项、

饮食等，根据患者恢复状态及时调整护理模式，以帮助患者

及其家属提高自我护理能力。现研究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手指

屈肌腱损伤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选取我院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收治手指屈肌腱损伤患者 96 例，以随机抽签法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8 例。分组资料：对照组男女分别为 25

例、23 例，年龄范围 20 ～ 60 岁，平均（40.29±6.98）岁。

观察组男女分别为 23 例、25 例，年龄范围 19 ～ 62 岁，平均

（40.11±7.12）岁。两组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纳入标准：（1）符合手指屈指肌腱损伤临床确诊

患者，行影像学 MRI或超声检查；（2）处于术后恢复期；（3）

基本信息完整者。排除标准：（1）依从性低患者；（2）沟

通障碍患者；（3）糖尿病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法，术后换药护理、出院指导，叮嘱

模具固定，禁止在受伤手上施力。

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基础上另采用延续性护理干预，

（1）建立随访档案：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及在院病情情况，并

定期记录回访结果及患者康复效果，了解患者出院后康复状

态；（2）心理健康指导：利用电话随访，1周 1次与患者沟通，

给予患者及家属一对一心理健康指导，告知术后阶段性恢复

的重要性，讲解术后康复成功案例等，树立患者及家属康复

信心，使患者保持心情愉悦；（3）康复练习：利用电话随访

+ 术后随诊的形式，术后随诊 1 月 1 次。指导患者及患者家属

恢复期各阶段训练内容，依据电话回访结果记录更新患者病

情，叮嘱患者定期复诊，具体康复练习内容如下：①治疗后 1

周～ 1 月内，在固定范围内主动伸指，辅助慢慢牵引逐步使

屈曲指间关节被动屈曲，2h 内完成 6 个屈伸动作。第 1 个月

内避免患指受到外界压力。②治疗后 1 月，患指可以少量做

主动屈曲活动。若关节屈曲活动度＞正常值范围 75%，表明修

复慢，需要继续使用矫形护具保护 10d 左右，若活动度小，

提示有修复位置粘连，需去除夹板，主动进行手指屈浅、屈

伸肌活动功能练习。③治疗后 1个半月，在矫正护具保护下，

适当增加指尖关节主动屈伸锻炼。患者自主练习时，护理康

复人员可夹持手指近端关节，保持掌指部位平展，避免手部

关节出现屈曲状态，逐渐增加肌腱滑动范围。④治疗后2个月，

可以适当进行一些对掌、串珠、套环等协调练习。配合轻度

捏橡皮泥、小衣夹等对指练习。⑥治疗后 2个半月～ 3个月，

可以适当活动手指关节，如屈、伸、肌腱滑动等，可使用橡

皮筋手指练习器。

1.3 观察指标

治疗后 3个月结束后评价。

（1）指关节恢复情况。采用TAM（手指关节总活动度）评分，

活动范围正常，4分，评为优；TAM ＞健侧 75%，3 分，良好；

TAM ＞健侧 50%，2 分，中等；TAM ＜健侧 50%，1 分，差。评

分越高，手关节总活动度越好。优良率=优秀率+良好率。（2）

并发症。（3）护理满意度。百分制问卷，调查护理人员服务

态度、指导内容针对性、随访效果等，＞ 85 分、60-85 分、

＜ 60 分分别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护理满意度 =1- 不

满意率。

1.4 统计学计数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χ±s表示，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0.05为界，p小于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指关节恢复情况

观察组指TAM评价优良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并发症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 2。

2.3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护理满意率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n=48）35(72.92) 13(27.08) 0(0) 48（100）

对照组（n=48）22(45.83) 19(39.58) 7(14.58) 41（85.42）

χ2 5.547

P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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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肌腱主要以牵引肌肉、带动骨骼产生运动。而肌腱损伤会

直接引起丧失手活动功能，是手部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环节
[3]。屈指肌腱分为 5 区，肌腱损伤术后，初期手指禁止主动功

能活动，长时间会导致肌腱愈合粘连，部分患者恢复后，需

做二期松解术，解除粘连肌腱，需定期复诊。常规护理主要

为院内护理，不能及时通知或提醒患者注意事项，降低患者

的依从性 [4]。同时出院后，院外康复因患者缺乏专业知识，

没有得到有效照护，手指功能恢复相对较差，并发症发生率

较高。

延续性护理可以弥补常规护理的不足，通过多种形式对出

院患者给予康复修复期护理常识的普及和康复练习方式方法

的指导，能有效帮助患者更好的恢复手指活动功能，减少并发

症发生。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指TAM评价优良率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 0.05），

与上述分析相一致。另外延续性护理干预中，建立患者随访

档案有助于及时更新患者信息，便于医护人员及时调整护理

内容；心理健康指导能够缓解患者负性情绪，促使其积极配

合护理工作；康复练习计划依据患者每个阶段指关节恢复特

点所制定，通过电话随访及上门访视督促、落实，能够提高

患者自护能力，使手指功能达到有效的恢复，另一方面保持

和患者的联系，有症状叮嘱复诊，患者对该护理模式高度认可；

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满意率达到 100%。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手指屈肌腱损伤患者功能恢

复情况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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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指 TAM 评价对比（n，%）

组别 优秀 良好 中等 差 优良率

观察组（n=48） 19（39.58） 25（52.08） 3（6.25） 1（20.08） 44（91.67）

对照组（n=48） 10（20.83） 21（43.75） 9（18.75） 8（16.67） 31(64.58)

χ2 10.301

P 0.001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n，%）

组别 红肿 肌腱断裂 肌腱粘连 感染 总并发症

观察组（n=48） 2(4.17) 1(2.08) 3(6.25) 1(2.08) 7（14.58）

对照组（n=48） 6(12.5) 5(10.42) 10(20.83) 3(6.25) 24（50.00）

χ2 13.769

P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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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健康教育和饮食护理，改善患者的饮食习惯，提高健康安

全意识。加强药物指导能够保证药物治疗安全性，进行心理

干预有助于调整患者的心理状态，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巩

固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在慢性胃溃疡患者的护理工作中，采用针对性

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慢性胃溃疡患者的护理工

作中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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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产后出血急性失血性休克患者需及时纠正机体缺氧状况，

及时输血、补液以纠正机体水 - 电解质失衡状态，常规急救

过程中护理人员相关护理措施的实施均需依据医师医嘱，护

理人员产后出血急性失血性休克患者病情自主处理能力较低
[2]。优化产后出血急性失血性休克急救护理配合，即要求护理

人员在发现患者大量失血后在通知主治医师的同时实施给氧、

补液等基础护操作，术后根据个体情况好基础护理从而防止

患者术后发生不良反应 [3]。

本次研究显示实验组急救成功率高，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低，由此可见，优化产后出血急性失血性休克急救配合对提

升急救效果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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