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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对强直性脊柱炎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 

不良情绪及并发症的影响 

沈 娜，高学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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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预见性护理对强直性脊柱炎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不良情绪及并发

症的影响。方法 时间：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对象：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术的强制性脊柱炎患者共 62 例，

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预见性护理，对比两组自护能力；心理状态

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干预前：两组 ESCA、SAS 以及 SDS 评分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

ESCA 高于对照组，SAS 以及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预见性护理可显

著改善患者自护能力；心理状态以及并发症发生率，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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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nticipatory nursing on self-care ability,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mplication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hip arthroplasty for ankylosing spondy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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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anticipatory nursing on self-care ability,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hip replacement surgery for ankylosing spondyliti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a total of 62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who underwent total hip replacement 
surgery were enrolle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nticipatory care. The self-care abiliti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SCA,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ESCA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lower.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oactive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self-care ability;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re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Ankylosing spondylitis; Total hip replacement surgery; Proactive care; Self-protection ability; 
mentality;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强制性脊柱炎患者在发病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

使得患者难以在发病早期发现自身异常，延误治疗时

机。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患者脊柱以及髋关节及周围

组织可出现不同程度的疼痛，如果患者仍未能对自身

病情状态引起足够的重视，则会存在较大的机率出现

关节融合甚至残疾等情况[1-2]。现阶段针对强制性脊柱

炎患者的治疗主要以全髋关节置换术为主，对于改善

患者病情状态及预后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手术自身

具有创伤性，不可避免地会对患者机体造成不同程度

的损伤，且部分患者存在认知不足以及多样化的不良

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可提升其感染、压疮、静脉血栓等

类型并发症的发生率，因而需及时落实高效的护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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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3-4]。其中预见性预见性护理模式属于新型护理模式，

其不仅能够做到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开展护理工作，

同时结合了预见性理念，从患者生理-心理-精神等维度

出发，落实全面且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对于改善患

者恢复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5-6]。本文将探究分析预见

性护理对强直性脊柱炎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自我护

理能力、不良情绪及并发症的影响，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对象：接受全

髋关节置换术的强制性脊柱炎患者共 62 例，分组：随

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共 31 例，男 16
例，女 15 例，年龄为：31-71 岁，平均年龄（43.62±
5.18）岁，观察组患者共 31 例，男 19 例，女 12 例，

年龄为：31-69 岁，平均年龄（42.85±4.97）岁，两组

一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强化对于患者的病情监测，落实用药指导，康复训

练以及并发症预防等常规护理措施。 
1.2.2 观察组方法 
术前：①预见性心理护理，焦虑、恐惧等均属于患

者术前常见的不良情绪，受到此类情绪的影响，可加重

患者应激反应，影响手术及术后恢复效果。因而需重视

对于患者的心理护理，引导患者开展正念冥想、阅读书

籍、听音乐等方式、放松、发泄情绪，促使其能够有效

自我调节情绪，最大程度地降低疾病对患者生理以及

心理所带来的负担。②术前训练，术前引导患者开展心

肺功能训练，主要以扩胸、深呼吸、咳嗽、肌肉收缩等

类型的训练为主，以最大程度地改善患者肺功能状态，

提升其通气功能，降低插管诱发呼吸系统感染等并发

症的机率。其次针对患者自护能力进行全面的评定，明

确患者自我效能，针对其所存在的不足，落实补偿护理，

强化对于患者的健康指导，以最大程度的提升患者自

护能力。 
术后：①预见性体位护理，术后于患者双膝之间防

治小软枕，使其膝关节外展 20°左右，以降低双膝内

旋内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定时协助患者进行体位的转

变，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患者脊柱以及髋关节压力，改善

术后疼痛程度。②预见性健康教育，强化对于患者的健

康宣教，首先由护理小组，遵循循证的原则，以强直性

脊柱炎；全髋关节置换术；术后预见性护理；并发症预

防等为关键词，通过维普，万方等平台检索相关文献以

及研究结果，将所得资料整理为健康教育资料，对患者

进行发放，引导其进行初步的学习，使其对于自身疾病

具有一定的认知。完成后由主治医师以及骨干护理人

员，应用医护结合的模式开展对于患者的深入健康教

育，为患者普及疾病相关知识，过程中引导患者提出自

身存在疑惑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进而为患者构建正

确的认知，提升其在后续干预过程中的配合度与依从

性，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③并发症预防，A.针对髋关

节脱位，强化病情监测，明确患者术后患侧肢体是否出

现水肿、长度异常改变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告知相关

医师，落实针对性干预。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引导患

者开展适当的康复训练，如下肢屈伸练习等，以降低此

类并发症发生率。B.针对切口感染，术后监测患者体温

指标，强化切口护理，保持切口及敷料的持续性清洁干

燥状态，预防感染。C.针对压疮，患者清醒后，协助其

进行体位的转变，过程中于双膝之间防治小软枕，平托

患肢，下肢保持伸直状态，体位转变后，及时落实适当

的按摩。D.针对静脉血栓，术后应用软枕将患者下肢垫

起，使其高于心脏平面，以促进静脉回流，缓解下肢充

血及水肿。监测患肢出血情况，明确血液总量、性质及

颜色，必要时予以患肢低分子肝素进行干预，明确其下

肢是否出现灼热、水肿、疼痛以及肤色异常等，警惕血

栓形成，落实早期干预。E.针对坠积性肺炎，指导患者

开展深呼吸、上肢伸展以及扩胸训练等，结合患者恢复

情况，引导其进行咳嗽训练以及吹气球训练。F.针对泌

尿系统感染，清醒后指导患者开展膀胱舒张及收缩训

练，夹逼尿管，以 3h/次的频率打开，提升每日饮水量，

降低泌尿系统感染机率。 
1.3 观察指标 
1.3.1 自护能力 
应用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评定，分数

越高自我管理能力越好。 
1.3.2 心理状态 
采用抑郁量表（SDS）、焦虑量表（SAS）进行评

定，SDS 量表：＞53 分为存在抑郁症状；SAS 量表：

＞50 分为存在焦虑症状。 
1.3.3 并发症发生率 
包括髋关节脱位，感染，压疮，静脉血栓以及坠积

性肺炎。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 为差异显著，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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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 
2 结果 
2.1 两组自护能力 
干预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 ESCA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1 所示。 

2.2 两组心理状态 
干预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2 所示。 
2.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3 所示。 

表 1  两组自护能力（ sx ± ） 

组别 例数 
自我概念 自我责任感评分 自护技能评分 健康知识掌握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1 
(22.97±3.20) 

分 

(25.10±1.99) 

分 

(16.42±1.50) 

分 

(19.12±2.05) 

分 

(23.39±1.90) 

分 

(28.49±2.55) 

分 

(29.76±2.10) 

分 

(43.57±2.43) 

分 

观察组 31 
(23.04±3.06) 

分 

(31.78±3.63) 

分 

(17.80±1.31) 

分 

(25.77±3.46) 

分 

(23.90±2.07) 

分 

(35.11±3.20) 

分 

(30.42±2.02) 

分 

(53.79±2.99) 

分 

t -- 0.129 7.102 0.197 6.978 0.210 8.101 0.175 8.076 

P -- 0.976 0.001 0.890 0.001 0.881 0.001 0.920 0.001 

表 2  两组心理状态（ sx ± ）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1 （54.88±2.64）分 （48.62±1.16）分 （53.98±1.75）分 （50.42±1.09）分 

观察组 31 （54.96±2.57）分 （45.33±0.85）分 （53.87±1.82）分 （44.99±0.82）分 

t -- 0.197 9.136 0.175 13.971 

P -- 0.896 0.001 0.921 0.001 

表 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例,(%)] 

组别 例数 髋关节脱位 感染 压疮 静脉血栓 坠积性肺炎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31 1 1 1 2 1 19.35% 

观察组 31 0 1 0 0 0 3.23% 

χ2 - - - - - - 4.026 

P - - - - - - 0.045 

 
3 讨论 
以往针对强制性脊柱炎患者的治疗主要以药物治

疗为主，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难以全面改善

患者功能状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医疗技术不断提

升的背景下，现阶段全髋关节置换术在此类患者的治

疗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于改善患者病情及预

后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可使

得患者最终的恢复效果受到明显的影响，因而需配合

高效的护理措施[7-8]，以确保患者恢复质量的可持续提

升。 
研究发现，预见性护理能够更为显著地改善患者

自护能力，心理状态以及并发症发生率。分析其原因认

为：以往常规的护理模式只是机械性地围绕医嘱开展

工作，忽略了患者在围手术期的实际需求，使得整体护

理工作缺乏足够的全面性与针对性，影响干预效果。而

预见性护理预见性护理模式能够通过对患者实际状态

进行全面的分析，结合相关循证证据以及以往护理经

验，及时发现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进而制定出具

有针对性的预见性护理措施，在显著改善护理质量的

同时，降低不良事件以及并发症的发生率，以确保患者

病情状态及预后的改善[9-10]。研究首先落实术前心理护

理措施，消除了患者内心恐惧及焦虑情绪，改善了患者

整体心理状态，预防应激反应的出现，确保恢复效果。

其次落实预见性的术前训练，通过呼吸、咳嗽肌肉收缩

等多样化的早期训练，降低了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确保其术后的迅速恢复。术后及时落实健康教育，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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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构建正确认知的同时，改善其依从性，降低不良事

件发生率。并配合体位指导，以及多样化的并发症预防

性护理措施，进一步控制了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保障其

最终的恢复质量。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可显著改善患者自护能力；

心理状态以及并发症发生率，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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