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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便携式腕关节持续被动运动#/7;>,;?7?@A+@@,0B*7>,7;"CDE$装置对上肢骨折术后

患者上肢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选取 =%#F)%8 G=%#$)%"该院收治的 &3 例上肢骨折术后患者"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 H8$$和对照组#! H8$$%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及功能锻炼"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应用便携

式腕关节CDE装置干预"比较两组干预效果% 结果!两组干预前外展&屈曲&掌屈&背伸各项关节活动度#I+;<B

7J*7>,7;"KLE$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N%"$"干预后观察组外展&屈曲&掌屈&背伸各项KLE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O%N%"$% 观察组干预后生理职能&精神健康&社会功能&躯体疼痛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O%N%"$% 结论!应用便携式腕关节CDE装置可促进上肢骨折术后患者上肢功能的恢复"改善生活质

量"值得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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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骨折在临床十分常见"为直接暴力或间接

暴力作用所致"临床症状包括关节疼痛&肿胀&畸形&

活动异常等(#)

% 随着我国交通&建筑等行业不断发

展"骨折致伤因素增多"使得上肢骨折发生率逐年上

升"对患者正常工作及生活均造成一定影响% 有研

究表示"早期功能锻炼对促进患者上肢功能恢复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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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

% 持续被动运动#/7;>,;?7?@A+@@,0B*7>,7;"

CDE$装置可有效帮助上肢骨折患者进行早期康复

锻炼"其理论依据为伤后早期"关节内外软组织还未

形成粘连"此时应用CDE装置可促使患者肢体功能

尽快恢复(5)

% 本研究对上肢骨折患者术后应用便

携式腕关节CDE装置"观察其对患者上肢功能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报道如下%

?8资料与方法

?@?8一般资料8选取我院 =%#F)%8 G=%#$)%" 收治

的 &3 例上肢骨折术后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8$ 例% 观察组中男 5% 例"女

#$ 例"年龄#8%N=5 ]=N&#$岁"其中尺骨骨折 #8 例"

桡骨骨折 #=例"肱骨骨折 == 例% 对照组中男 =$ 例"

女 =%例"年龄#8%N=F ]=N$$$岁"其中尺骨骨折 #5 例"

桡骨骨折 #8 例"肱骨骨折 =# 例% 两组年龄&性别&

骨折部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

%N%"$"具有可比性%

?@A8方法

#N=N#!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及功能锻炼"术后对伤

口进行密切观察"检查有无伤口渗出等现象"做好伤

口清洁工作% 术后 3 T抬高患肢 5% "̂应用冰袋冰敷

#" G=% *,;"可促进血循环"缓解患肢肿胀% 术后第

# 天指导患者下床活动"术后第 = 天指导患者进行

肱二&三头肌等长收缩练习"每组 #% G=% 次"5 组Q.%

指导患者进行腕关节主动&被动训练"指导患者进行

手部练习"包括握拳伸指锻炼% # 周内指导患者进

行患肢屈伸运动"训练由弱至强"以耐受为主% 术后

第 F 天至第 #% 天指导患者进行轻微被动训练"每组

5 G" 次"活动后冰敷 #% G#" *,;% 出院后讲解饮食

等注意事项"嘱患者在家坚持功能锻炼%

#N=N=!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我科室自

制并获得专利的便携式腕关节CDE装置干预"具体

措施如下!术后第 = 天指导患者佩戴便携式腕关节

CDE装置"根据患肢长度调节好 CDE装置长度及

位置"初始活动度在 % G5% 之̂间"之后根据患者实

际情况逐次增加活动度"每次增加 " "̂每 F G#% *,;

对CDE装置进行调节"每次被动运动 3% *,;"训练

= 次Q."直至患肢活动度达到 % G#%% %̂ 两组均持续

锻炼 = G8 周%

?@B8观察指标!于术后 #" .应用关节活动度#I+;<B

7J*7>,7;"KLE$评分对两组上肢功能恢复情况进行

评价"包括肩关节&肘关节及腕关节活动范围"分数

越高提示 KLE越好% 应用生活质量量表# _[)53$

对两组进行测评"包括生理职能&精神健康&社会功

能&躯体疼痛 8 个维度"共 53 个条目"总分越高提示

生活质量越佳"该量表信度&效度良好%

?@C8统计学方法8应用 _D__#&N% 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J]6$表示"两组比较

采用<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O

%N%"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8结果

A@?8两组干预前后KLE评分比较!两组干预前外

展&屈曲&掌屈&背伸KLE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M%N%"$'干预后"观察组外展&屈曲&掌屈&背伸

各项KLE评分均高于对照组#"O%N%"$% 见表 #%

表 #!两组干预前后KLE评分比较!"

!

J]6#$分%

组!别 例数
外展 屈曲 掌屈 背伸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8$ 53N$& ]=N8"

"8N&3 ]8N"=

"

F3N"= ]#N=$

&%N#5 ]3N"#

"

55N8# ]%N&$

83N#" ]=N8#

"

5%N3# ]%N$"

85N3" ]#N$F

"

对照组 8$ 53N&5 ]=N"#

8$NF# ]=NF&

"

F3N8$ ]#N5#

$=N8" ]5N83

"

55N83 ]%N&8

8%N#$ ]#N"8

"

5%N"F ]%N$=

5$NF3 ]#N="

"

< ' %N%F& $N#"= %N#"# FN=#F %N="" #8N83= %N=5" #"N%3=

" ' %N&5F %N%%% %N$$% %N%%% %NF&& %N%%% %N$#" %N%%%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

"

"O%N%"

A@A8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8干预后"观察组生理

职能&精神健康&社会功能&躯体疼痛各项生活质量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O%N%"$% 见表 =%

表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

J]6#$分%

组!别 例数 生理职能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躯体疼痛

观察组 8$ #"N5F ]#N"= #FN8= ]#NF= #3N=& ]=N%5 #"N#" ]%N$3

对照组 8$ #=N#" ]%NF= #5N#F ]%N&3 #5N#F ]%N&" #=N%F ]%N3$

< ' #5N=38 #8N&8& &N388 #&N835

" ' %N%%% %N%%% %N%%% %N%%%

B8讨论

B@?8上肢骨折在临床十分常见"发生率逐年上升"

骨折所致的疼痛及活动限制可对患者日常生活及工

作造成严重影响"容易降低生活质量(8)

% 随着康复

医学不断发展"人们意识到对损伤机体不仅要治愈

创伤"还应重视其活动功能"利用一系列科学有效的

措施提高机体活动功能&改善生活自理能力"使其重

新恢复正常社会活动(""3)

% 研究(F"$)表示"早期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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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骨折患者实施功能锻炼对促进其上肢功能恢复有

重要意义"采取何种安全有效的功能锻炼方式值得

临床研究%

B@A8CDE装置为一种滑膜关节 CDE装置"其理论

依据为损伤后早期关节内外软组织尚未形成粘连"

此时应用CDE装置可使机体患肢功能尽快恢复"通

过CDE可使制动后关节软组织病变加速恢复(&)

%

本研究所用便携式腕关节CDE装置将 CDE理论作

为基础"对人体肌肉带动骨骼的方式进行模拟"通过

对四肢进行被动屈曲活动"可为骨折端提供轴向应

力"可预防关节内外粘连"激发机体自然复原力"进

而促进骨折尽快愈合(#%"##)

% 便携式腕关节 CDE装

置还可增加关节软骨代谢活动"对软骨组织再生及

活动功能有促进作用"对关节内坏死组织有清除作

用"用于上肢骨折患者中可促进关节软骨及周边组

织修复"可有效缓解关节创伤或术后疼痛程度"促进

机体关节功能尽快恢复(#="#5)

%

B@B8便携式腕关节 CDE装置具有易携带&痛苦小

等优点"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可在家自行锻炼"容

易被患者所接受"利于提升锻炼依从性"获得更好锻

炼效果(#8)

% 在应用便携式腕关节 CDE装置的过程

中"CDE装置使患肢抬高"可促进骨折部位关节滑

液及血液循环"利于减轻肿胀或水肿(#""#3)

% 本次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 KLE评分高于对照组"

提示便携式腕关节 CDE装置可促进关节软骨损伤

自身修复"改善KLE"促进上肢关节功能尽早恢复%

观察组干预后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等各项生活质量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提示便携式腕关节CDE装置可

减轻患者痛苦"改善其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对上肢骨折患者而言"应用便携式腕

关节CDE装置效果理想"可改善 KLE"促进患者上

肢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值得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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