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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系统的康复训练在老年人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BG#后关节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方法!将 5( 例@BG患者分为康复组 $5 例和对照组 #% 例$并全程随访% 采用B/MM07评分评价训练效果$并比
较两组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术后 # 周两组患者B/MM07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术后 $ 个月及
5个月时进行B/MM07评分$康复组并发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Cj"D"(#% 结论!系统的康复
训练有助于尽快恢复@BG患者的功能$减少并发症%
!!"关键词#!康复训练&!全髋关节置换术&!功能恢复
!!"中图分类号#!F5>*D&!"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5*& +$>"5$#"("%(( +(($# +"#
!!H:0&("8$)5),I807728(5*& +$>"58#"("8((8$)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是一种较成功-安全-成熟的治疗
手术$在国内基本得到普及%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快$老年
性股骨头坏死-股骨颈骨折等日渐增多$@BG手术也越来越
频繁% @BG后引起的功能改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及时-安
全有效地进行功能恢复训练$可尽快恢复功能$减少并发症%

?2资料与方法

?@?2临床资料2选择 #""$’"( ;#"")’(# 在我院行人工全髋
关节置换术 5(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5%D5 岁% 康
复组 $5 例中"平均年龄 5&D% 岁#$股骨颈骨折 (# 例$股骨头
无菌性坏死 #$ 例$其他疾病 ( 例$均进行术后系统的康复训
练和全程随访% 对照组 #% 例中"平均年龄 5%D* 岁#$股骨颈
骨折 (" 例$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 例$其他疾病 ( 例$均未进
行系统康复训练和全程随访%
?@A2治疗方法
(D#D(!一般处理!两组患者术后均采用相同的常规治疗方
法$术后当天$在术肢肢体下方垫入适当厚度的软垫$保持髋
关节$膝关节微曲$避免下肢肢体外旋$双腿间放置梯形枕防
止内收内旋% 术后第一天撤除软垫$尽量伸直术肢$以防屈
髋畸形% 对照组术后卧床 # 周$卧床期间随机性指导肌力训
练% 康复组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系统训练$并根据病情
变化及时调整训练方案%
(D#D#!康复训练!康复组根据其具体情况$术中使用假体
类型$以固定方法制定术后康复训练计划$并逐条实施$若未
达标则分析原因调整计划$加强指导% "(#术后第 ( 周!)手
术当日应维持患肢的特殊体位% *术后第 # 天取半坐位$将
床头抬高 $"u;&%u&行做距小腿关节主动性最大限度屈曲和
距小腿关节抗阻力训练$每个动作保持 (" 7$重复 #" 次,组$

# ;$ 组,H% +术后第 $ ;% 天行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训练$每
次保持 (" 7$重复 #" 次,组$# ;$ 组,H&行膝下垫枕直腿抬
高$持续 (" 7$(" ;#" 次,H&术后拔出引流管后$患肢置于持
续被动活动器"SRa#上行屈膝-屈髋练习-( 3,次$# 次,H$由
$"u开始$每日增加 %u$最大限度为 )"u&患膝下垂摆动% ,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主要为床上转移$即向侧方移动$注意
在他人帮助下抬患髋或患膝$防患髋内收% 早期一般不允许
翻身$必要时可向患侧翻身% "##术后第 # 周!)主动屈髋练
习$侧入路切口 &%u;5"u$后入路切口" $"u% *股四头肌肌
力训练% +患髋外展-内收-后伸肌群的等长收缩% ,半坐’
躺和坐’站转换练习% 0步行!首先利用平行杆或四脚助行
器$再扶双拐行走% "$#术后第 $ 周;$ 个月!加强患髋屈曲
和髋关节前屈-后伸-外展-内收肌群的等长收缩练习$改善
及提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D#D$!髋关节保护!"(#术后 5 个月内禁止髋关节内收-内
旋$$ 个月内平躺时$可在两腿之间夹枕头% "##$ 个月内防
止髋关节屈曲! )"u% "$#术后 ( ;# 周禁止患侧下肢负重
"触地式负重#$$ 个月内过度到完全负重% "&#逐渐步行$按
平行杆’步行器’扶双拐’扶单拐’多脚仗’扶手杖’弃
杖的顺序进行% "%#禁止跑步-跳跃和举重物*(+ %
?@B2评价方法2B/MM07评分法内容包括疼痛-功能-畸形和
关节活动度 & 个方面% 临床疗效分 & 级!优%)" 分$良 >" ;
>) 分$中 *" ;*) 分$差j*" 分%
?@C2统计学方法2应用 URUU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
料以 !EE,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检验$Cj"D"%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A2结果

术后 # 周时两组患者髋关节功能 B/MM07评分比较差异

,#$((, S302L7L_:4M2/1:O‘LQS10209/1aLH0902L$‘:PL.NLM#"("$b:14.L$$‘4.NLM((!!



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 个月及 5 个月时 B/MM07评分比较两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j"D"(#&术后康复组并发症明显低
于对照组% 见表 ($#%

表 (!两组髋关节功能评分$"!EE,#%分&

组!别 例数 术后 # 周 术后 $ 个月 术后 5 个月

对照组 #% %*D5* E("D>" *$D%) E((D5( *%D** E(#D)(

康复组 $5 5$D(" E(#D"( >&D*% E(#D$% )#D*> E(#D$>

6 + (D>" $D%% %D(>

C + \"D"% j"D"( j"D"(

表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脱位 深静脉血栓 压疮 肺部感染 合计

对照组 #% ("&D"# *"#>D"# #">D"# ("&D"# (("&&D"#

康复组 $5 ("#D># ("#D># ("#D># ("#D># &"((D(#

!注!两组并发症比较$ !# m>D5($Cj"D"(

B2讨论

由于髋关节的解剖特点$决定了其在负荷运动及稳定等
生物力学特性上的复杂性% @BG术后康复的目的$在于改善
人工关节的活动范围$保证重建关节的良好功能$达到重建

与关节稳定性*#+ -恢复日常生活自理-延长假体的使用寿命-
避免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肌肉萎缩及关节僵直及假体脱

位等并发症发生的目的*$ ;%+ % 本组结果表明$系统的康复是
尽快恢复@BG患者下肢运动的有效手段*5+ % 在进行康复训
练时$要注意!"(#训练量应由小到大$循序渐进$以患者的耐
受为限% "##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调整训练方案% "$#嘱咐
患者应长期坚持训练$定期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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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稽留流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相应的心理护理对策% 方法!对 ()% 例稽留流产患者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在治疗不同阶段提供的相应心理护理措施% 结果!()% 例稽留流产患者治
疗均顺利完成$无并发症发生% 结论!通过交谈了解患者在治疗中的心理动向$消除其不良心理$配合治疗护
理$利于患者身心康复%
!!"关键词#!稽留流产&!妇科&!心理护理
!!"中图分类号#!F*(&D#(!"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5*&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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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模式转变$新的医学模式把人的生物-生
理-心理活动和社会适应性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给现
代护理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临床护理应以’疾病为中心(
的方式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方式% 稽留流产是指
胚胎或胎儿在宫内已死亡尚未自然排出者*(+ $属于临床上较
难处理的一种流产类型% 胎儿遗传基因缺陷$染色体异常是

发生稽留流产的主要原因% 稽留流产后的产妇往往出现许
多心理障碍问题$现对我院 #""%’"> ;#"")’(" 收治的 ()% 例
稽留流产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针对不同产妇
产生的心理问题开展心理护理$现报道如下%

?2资料与方法

?@?2一般资料2本组 ()% 例稽留流产患者均为生育年龄妇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