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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护理干预对骨质疏松症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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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是以骨组织显微结构受损!骨矿物质成分和骨

基质等比例的不断减少!骨脆性增加和骨折危险度升高的一种

全身代谢障碍性疾病"

*

#

$其发病因素多与遗传%营养%饮食%运

动%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该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治疗时间

长!见效慢!预后差!骨折发生率高$许多患者出院后对饮食结

构%生活习惯%运动锻炼治疗用药等不够重视!导致骨质疏松进

展迅速!并发症明显增高!使患者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受

到严重影响!为此!笔者对本科
A?*A

年
1

月至
A?*!

年
*?

月!

出院的
%0

例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进行家庭护理干预!获得满

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择病例
=0

例!为
A?*A

年
1

月至

A?*!

年
*?

月骨科出院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

组+干预组
%0

例!男
*1

例!女
A@

例!年龄
0?

#

@A

岁!平均
1@>1

岁!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A1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

岁$所选病例均符合中国老年学学会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学

科组建议的标准!均无骨折!但有不同程度的腰%背%四肢疼痛$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生活习惯%社会背景%疼痛程度%骨

密度高低及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均
#

?>?0

'!具有

可比性$

!>"

!

方法

!>">!

!

护理干预方法
!

两组患者出院前
*O

均由责任护士向

其发放骨质疏松症的健康资料%并进行出院指导$干预组在此

基础上!由具有骨质疏松症专业知识的责任护士于出院前建立

健康信息档案!通过电话询问&每周
A

次'%家庭随访&每月
*

次'%病友联谊&每月
*

次'%集体知识讲座&每月
*

次'等方式对

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培训%用药指导%饮食

指导%运动指导%安全指导等家庭护理干预$具体干预内容包

括!&

*

'心理疏导,骨质疏松症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需要治

疗的时间长%见效慢%预后差!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情

绪"

A)!

#

$应对患者进行全面的护理评估!多沟通!掌握患者对疾

病和治疗的认识程度!了解患者的心理特征!进行针对性的开

导!纠正不良心态!鼓励患者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充分调

动家庭及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鼓励患者参加力所能及的娱乐

活动!以分散患者的注意力和不良情绪$&

A

'骨质疏松症相关

知识培训,由
*

名主治医师%

!

名具有骨质疏松症专业知识的

骨科专科护士组成培训小组!对患者进行系统培训!每月
*

次!

包括骨质疏松症的概念%分类%发病因素%临床表现%骨密度检

查的方法意义%诊断标准%治疗%护理%合理用药%合理饮食%规

律运动以及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意义!病情进展及预防%并发

症的预防及处理等$&

!

'饮食指导,保持营养均衡!膳食结构搭

配合理!重视维生素
N

%钙%磷%蛋白质及钙的补充$&

%

'运动指

导,运动可使全身和骨骼的血液循环加快!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对骨骼有直接刺激作用!能阻止和减慢骨质疏松的进展"

%

#

$应

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体能锻炼!活动量循序渐进%

以无不适为度!早晚各
!?289

$&

0

'服药指导,治疗骨质疏松症

的药物起效慢%疗程长!在用药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不良

反应!应指导患者按医嘱及时%正规用药!观察药物疗效%不良

反应!告知注意事项+每天检查患者服药情况!杜绝误服%多服%

漏服和不按时服药的现象$&

1

'安全指导,骨质疏松症患者最

最严重的并发症是骨折"

0

#

!应对患者加强安全防护!防止跌倒!

一旦发生骨折!需卧床休息!并用夹板或支架妥善固定$并及

时送往医院治疗$&

<

'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戒酒%不饮

浓茶%咖啡等$

!>">"

!

评价方法
!

干预
1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健康知识%

健康行为%治疗效果%骨折发生率$&

*

'健康知识评价,采用自

制的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问卷调查表对两组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内容包括骨质疏松症的概念%发病因素%临床表现%诊断%

骨密度正常值及检查目的%方法%意义!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正

确用药!预防骨折等
*?

个问题!每个问题包括完全了解%部分

了解%不了解
!

个答案!分别为
!

分%

A

分%

*

分!得分
A0

#

!?

为

优!

A?

#

A%

分为良%

*0

#

*@

分为中%

"

*0

分为差$&

A

'健康行

为评价,包括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正确服药等内容分为完全做

到为优%基本做到为良%偶尔做到为中%未能做到为差$&

!

'治

疗效果评价!包括疼痛缓解程度及骨密度改善情况!疼痛缓解

程度评价!显效,疼痛完全缓解!有效,疼痛部分缓解$无效,疼

痛无缓解$骨密度改善情况评价!显效,骨密度上升!大于
A

倍

标准差+有效,骨密度上升
*

#

A

倍标准差+无效,骨密度无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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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或上升
*

倍标准差以下$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A 检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干预组患者健康知识%健康行为%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

#

!

$骨折发生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比较#

(

&

B

'$

组别
(

优 良 中 差

干预组
%0 !?

&

?>1<

'

=

&

?>*=

'

0

&

?>**

'

A

&

?>%%

'

对照组
%? 0

&

?>*A0

'

@

&

?>AA0

'

*?

&

?>A0

'

*1

&

?>%?

'

表
A

!!

两组患者健康行为比较#

(

&

B

'$

内容
干预组&

(c%0

'

优 良 中 差

对照组&

(c%?

'

优 良 中 差

合理饮食
*1

&

?>!1

'

*=

&

?>%?

'

@

&

?>A?

'

A

&

?>?%

'

1

&

?>*0

'

=

&

?>A?

'

*A

&

?>!?

'

*%

&

?>!0

'

规律运动
*@

&

?>%A

'

*0

&

?>!!

'

*?

&

?>AA

'

*

&

?>?A

'

0

&

?>*!

'

*?

&

?>A0

'

*!

&

?>!A

'

*A

&

?>!?

'

正确用药
*<

&

?>!=

'

*1

&

?>!1

'

*?

&

?>AA

'

A

&

?>%%

'

=

&

?>A?

'

@

&

?>A!

'

*!

&

?>!A

'

*?

&

?>A0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

&

B

'$

内容
干预组&

(c%0

'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c%?

'

显效 有效 无效

疼痛缓解
*<

&

?>!=

'

A1

&

?>0=

'

A

&

?>?%

'

%

&

?>*?

'

A%

&

?>1?

'

*A

&

?>!?

'

骨密度改善
=

&

?>!1

'

A0

&

?>%@

'

*A

&

?>*1

'

%

&

?>*?

'

*?

&

?>A0

'

A1

&

?>10

'

表
%

!!

两组患者骨折发生率比较#

(

&

B

'$

组别
(

椎体骨折 髋部骨折 其他部位骨折 总发生率

干预组
%0 A

&

?>?%

'

*

&

?>?A

'

?

&

?>??

'

!

&

?>?1

'

对照组
%? 1

&

?>*0

'

%

&

?>*?

'

*

&

?>?A

'

**

&

?>A<

'

#

!

讨
!!

论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提高和社会老龄化的进程!骨质疏松

症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被公认为无声无息的流行病$目前!全

世界大约有
A

亿人患骨质疏松症!仅在欧洲%美国%日本骨质疏

松症患者有
<0??

万!我国是世界上老年最多的国家!骨质疏

松症患者占总人口的
1>@<B

!为
==??

万"

1

#

$有文献报道!骨

质疏松症患者中有
%?B

#

<?B

对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不了

解!约
*?B

骨质疏松症患者因长期疼痛!脊柱退行性改变!常

引起脊柱%四肢功能障碍%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出现各种并发

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

#

!可见骨质疏松症已成为一个

重大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目前骨质疏松症在医学上还没有

安全有效的根治方法!正确认识疾病%早期预防!是减少骨质疏

松症发病率!控制症状进展!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提高生活质

量的重要环节"

@

#

$

家庭护理干预!促进了护患沟通!密切了护患关系!充分调

动患者及家属的共同参与!提高家属的照顾水平及配合程度$

同时医护人员可对患者的治疗%护理%休息%饮食%运动%服药进

行全程监督!能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学习需求%身体状

况%生活方式%可通过电话询问%家庭随访%病友联谊!知识讲座

等方式及时地进行个性化的健康指导$

家庭护理干预是提高患者健康知识%健康行为%缓解疼痛%

改善骨密度%预防骨折的重要手段$通过心理疏导减轻了患者

紧张焦虑情绪!使患者身心极度放松!以最佳心态接受治疗!最

大限度地减少了由于心理因素导致的治疗负效应+通过知识培

训!提高了患者的对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的认识水平!了解了

骨质疏松症的发病因素%症状%体征%骨密度检查的方法!懂得

合理用药%合理饮食%规律运动!以及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意

义!使患者能自觉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建立健康生活方式+

通过健康行为指导!使患者做到合理饮食%正确用药%规律锻

炼!戒烟戒酒%坚持日光浴!从而保证了钙剂%维生素
N

%蛋白质

的补充!提高了骨骼对钙的摄取%吸收%利用!使骨的丢失减慢!

骨密度含量增加!有效缓解疼痛!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预防

骨折的发生!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从本研究可见干预组患者

的健康知识%健康行为%治疗效果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0

'$骨折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0

'$

综上所述!对骨质疏松症患者实施家庭护理干预!可明显

提高患者的健康知识%健康行为!治疗效果!缓解疼痛%改善骨

密度!延缓疾病的发展%预防骨折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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