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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电话随访干预对腰椎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者依从性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
!

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心手术室
!

!&%%%!

#

!!

"摘要#

!

目的
!

探究延续性护理对腰椎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者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择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

"

3%!"

年收治的
&%

例腰椎骨折患者!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患者需要接受

不同的手术方式治疗!然后仅接受健康宣教及相关护理干预$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基础上接受电话随访干预$

两组患者分别在入院时和出院
9

个月后分别接受生活质量量表评估!在出院
9

个月后接受自我护理和遵医行为评

估和
\_#$9

健康量表评估$结果
!

两组患者在入院时生活质量量表显示!两组患者在入院时生活质量量表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但是在经过不同的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各项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表明研究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在干预
9

个月

后!研究组患者在自我护理和遵医行为评估结果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同时其
\_#$9

健康量表评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电话随访干预可以显著提高腰椎骨

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及依从性!提高患者术后恢复效果$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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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随访&

!

腰椎骨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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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腰椎骨折患者越来越多#内固定术是较好的治疗手

段#然而术后康复护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预后+因此#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研究如何提高这类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对医嘱的依

从性)

!

*

+电话随访是一种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的护理形式#它主

要是通过电话联系已经出院的患者及其家属来帮助患者恢复

身体健康)

3

*

+本研究就是为了探究电话随访对于腰椎骨折患

者生活质量及依从性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本院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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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治的
&%

例必须接受

手术治疗的腰椎骨折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

&%

例患者平

均年龄$

$9,4g4,9$

%岁#其中男
$9

例#女
!"

例+两组患者在

性别及年龄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具有可比性+所

有患者在进入本研究组前均需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加入本研

究+本研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

!

干预方法
!

所有患者入院后立即行腰椎正侧位平片,腰

椎
Q;

,磁共振检测#以及常规术前相关检查+根据患者病情

进行手术治疗+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手术后仅接受自我护理,功

能锻炼及防范术后并发症的教育)

$

*

+研究组则在对照组患者

接受的干预基础上在接受电话随访干预#电话随访一共持续
9

个月)

"

*

+每周对患者随访一次#术后第
!

个月随访内容主要是

教会患者正确使用腰围的方法#术后第
3

个月的随访内容除了

包含第
!

个月的内容外还需提醒患者定期复查)

&#9

*

+术后第

$

"

9

个月的随访内容主要是对患者进行上述内容答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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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指标
!

患者入院后就对患者进行生活质量量表

$

cZc#Q$%

%评分#在评分前需向患者详细解释量表调查的相

关内容#详细解答患者的不解#征得患者同意后方可进行+在

患者出院
9

个月后对患者进行
cZc#Q$%

评分#自我护理和遵

医行为评估和
\_#$9

健康量表评估+

$,1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所有数据采用
\P\\!5,%

统计软件

包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MgF

表示#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入院时和干预后
cZc#Q$%

评分情况
!

见表
!

+

由表
!

可以发现#对照组和研究组患者在入院时
cZc#Q$%

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在接受不同护理措施的干

预后#两组患者在
cZc#Q$%

评分上研究组患者显著优于对照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这表明电话随访干预

可有效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表
!

!

两组患者
cZc#Q$%

评分情况%

MgF

(分&

组别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认知功能 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 总健康状况 疲倦 恶心呕吐

研究组 入院时
"&,$9g4,&9 "$,:5g5,3$ "4,3&g:,3& "5,"&g$,3& $&,44g3,$9 94,3$g3,3& "&,3$g3,!% $&,3!g!,3$

干预后
&4,$9g3,!3 94,$3g3,!3 &4,3$g!,3$ 9&,3$g",&9 &5,$9g&,3! 54,&9g!%,%33$,%!g3,%! 3!,%3g!,%3

对照组 入院时
"$,39g4,94 "3,&9g!,3$ "5,&9g9,$9 ":,$9g3,3& $&,95g3,3& 94,54g$,3& "&,94g$,3! $&,3$g!,%3

干预后
"&,3$g!,3& "3,$9g3,!$ "!,3$g!,%3 "3,$&g!,%3 "!,%3g!,%3 :!,%3g&,3$ $9,45g$,39 $3,&9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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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两组患者
cZc#Q$%

评分情况%

MgF

(分&

组别 疼痛 呼吸困难 失眠 食欲缺乏 便秘 腹泻

研究组 入院时
!",$3g3,3& 33,3$g3,$9 "&,:5g3,&9 "!,%!g3,%! $$,3&g!,%3 3&,!"g!,3$

干预后
!%,3$g3,%! !3,%!g3,%$ 3%,!3g3,!% 3%,&9g$,!" 3%,!3g!,&4 !$,3&g3,%!

对照组 入院时
!&,"&g3,!% 3$,3$g!,3% "9,$9g3,!3 "3,%3g!,%$ $3,3$g!,%3 3&,%&g!,3$

干预后
3&,!3g3,%! 3&,49g!,%3 "&,3&g$,$9 $:,55g9,4$ $4,&5g$,!3 34,$9g!,%3

/,/

!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和遵医行为情况
!

见表
3

+由表
3

可

以发现#研究组患者在接受了电话随访干预后自我护理和遵医

行为各项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

%,%&

%+

/,'

!

两组患者
\_#$9

健康量表评分情况
!

见表
$

+由表
$

可

以发现#经过
9

个月电话随访干预后#研究组
\_#$9

健康量表

评分除了躯体疼痛和社会职能这
3

项外#其余指标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表
3

!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和遵医行为情况%

'

&

组别
坚持正确

佩戴腰围

合理

饮食

正确功能

锻炼

遵医嘱

用药

避免

劳累

休息

并适宜活动

研究组
3& 3" 3& 3& 3$ 3&

对照组
!% !3 4 !! 5 !!

表
$

!

两组患者
\_#$9

健康量表评分情况%

MgF

(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活力 社会职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总分

研究组
:4,$9g&,3$ 94,3$g!,3$ 95,3&g!,3$ :&,4&g!,&9 54,$9g3,94 59,&9g3,$9 45,$9g!,3$ 45,$9g",&999&,"$g3,94

对照组
:%,!3g$,39 &4,$9g!,3& 99,$4g3,!% 94,!3g%,45 :&,3$g!,94 5",$9g!,3$ 54,9&g3,$9 5:,$9g3,949%!,45g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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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由于腰椎骨折患者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后#其病情恢复情

况及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院后在院外的功能锻炼

及自我护理情况+因此#医院在院外给予患者一定的医疗帮助

对于改善患者预后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种方便及时的干预

方法#电话随访能提醒患者谨遵医嘱#正确佩戴腰围#并采取正

确的方法自我护理#所以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本研究发现#接受电话随访干预的研究组患者和不接受电

话随访干预的对照组患者在入院时
cZc#Q$%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H

%

%,%&

%#这意味着两组患者可以进行对比试验+

在接受
9

个月的电话随访干预后#两组患者
cZc#Q$%

评分上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研究组患者在躯体功能,角色

功能,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方面评分比对照组患者高出
$%b

"

&%b

#研究组患者整体健康状况得分也高出
$%b

+这一结果

说明#电话随访可以显著提高患者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及生活

质量+同时#研究组患者在疲倦,恶心,呕吐,疼痛,呼吸困难,

失眠,便秘,腹泻方面的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
"%b

"

9%b

#这

说明电话随访干预还可以显著降低术后患者各项不适及并发

症发生率+

为了探究患者生活质量发生如此大变化的原因#本文检测

了患者自我护理和遵医行为的情况+本研究结果发现#接受电

话随访干预的研究组患者在自我护理及遵医行为各项指标上

都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研究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的原

因与其自我护理及遵医行为有关+通过电话随访#护理人员能

够与腰椎骨折内固定术患者直接交流#了解其身体状况,切口

愈合情况及康复中出现的问题#并作出全面评估#及时对患者

进行专业性的健康指导和情感疏导#鼓励其坚持功能锻炼#指

导日常生活注意事项等#从而有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遵医

行为+

最后检测了两组患者
\_#$9

健康量表评分情况#结果发现

接受电话随访的研究组患者在
\_#$9

健康量表评分方面也显

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这一结果

与患者
cZc#Q$%

评分结果相符#也与患者的遵医嘱行为评分

相符+这是由于通过电话随访干预#护理人员能准确了解患者

的病情变化,心理状态及康复情况#并实施指导与监控#进而提

高了患者的遵医行为#改善了患者的预后+

因此#本文认为#电话随访可以提高腰椎骨折术后患者的

依从性#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健康状况#加上其具有经济,简

便,快捷的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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