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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动训练的延续性护理对股骨头坏死手术髋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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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基于运动训练的延续性护理对股骨头坏死手术患者髋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收集我院2022年5月至2024年7月期间实施股骨头坏死手
术的81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研究。依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组。其中40例基础护理的患者纳入对照组，41例实施基于运动训练的延续性护理的患
者纳入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髋关节功能、生活质量、满意度评分。结果 干预前，两组髋关节功能评分差异不显著(P>0.05)，干预后，两组评分均提
升(P<0.001)，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t=3.686，P<0.001)。干预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差异不显著(P>0.05)，干预后，两组评分均提升(P<0.001)，且观察
组高于对照组(t=3.634，P<0.001)。观察组满意度评分(90.14±4.58)分高于对照组(86.75±5.12)分，差异显著(t=3.143，P=0.002)。结论 基于运动训练的
延续性护理能够提升股骨头坏死手术患者的髋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且患者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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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Exercise Training on Hip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Femoral 
Head Necrosis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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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ontinuing nursing based on exercise training on hip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having femoral 
head necrosis surger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1 patients who underwent femoral head necrosis surgery at our hospital between May 2022 
and July 2024 were gathered and analyzed. They were separat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various nursing practices.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40 patients receiving basic care, where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sisted of 41 patients receiving continuous care through exercise training. 
Hip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levels were compar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 two groups had similar 
hip function scores (P>0.05). Following intervention, both groups' scores increased (P<0.001),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outperforming the 
control group (t=3.686, P<0.001). Prior to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Following intervention, both groups' scores increased (P<0.001),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outperforming the control group (t=3.634, P<0.001).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t=3.143, P=0.002) better satisfaction score (90.14±4.58)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86.75±5.12). 
Conclusion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exercise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hip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femoral head 
necrosis surgery, and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is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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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骨头坏死是一种进行性疾病，其发生是由于骨骼的血流或
氧气输送受损所致。当血供不足时，病变部位细胞死亡，或出现
骨折、塌陷、关节功能障碍[1-2]。引起股骨头坏死的原因十分复
杂，可由各种原因引起，最常见的是创伤[3]。全髋关节置换术是
其有效治疗手段[4]。但患者术后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髋关节功能
降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需对患者进行相关的
运动训练和长期管理。运动训练有助于患者术后肢体功能的恢复
[5]。延续性护理是一种从医院到家庭的持续性护理，其旨在为患
者制定全面的出院计划及为患者提供出院后的持续性的随访和指
导[6]。本研究通过对股骨头坏死手术患者实施基于运动训练的延
续性护理，以期提升患者的髋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22年5月至2024年7月期间实施股骨头
坏死手术的81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研究。依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将
其分为两组。其中40例基础护理的患者纳入对照组，41例实施基
于运动训练的延续性护理的患者纳入观察组。观察组：男性20例
(占比50.00%)，女性20例(占比50.00%)，年龄：40-71岁，平均
年龄(55.25±10.01)岁。对照组：男性22例(占比53.66%)，女性

19例(占比46.34%)，年龄：37-70岁，平均年龄(55.02±10.13)
岁。两组一般资料均衡可比(P>0.05)。
　　纳入标准：符合股骨头坏死诊断标准[7]，具备股骨头坏死手
术指征；患者资源参与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
并精神相关疾病；病理性骨折；其他原因所致的生活无法自理；
不配合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基础护理。向患者发放股骨头坏死知识手册，
内容包括病因、手术的优势、后期护理注意事项等。在手术结束
后，要对患者的手术切口进行严密的观察，并及时更换敷料。通
过播放轻音乐等方式来帮助患者减轻术后疼痛。根据患者术后恢复
情况指导其实施运动训练。出院时，向患者介绍出院后的康复锻
炼，叮嘱患者坚持锻炼。2周一次电话随访，了解患者恢复情况，
术后1个月后每月电话随访一次。观察组：基于运动训练的延续性
护理。(1)成立基于运动训练的延续性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1名
护士长、1名康复师、1名主治医师、3名护士。为患者介绍该护理
方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告知其护理方案的大致内容。(2)制定
运动训练计划。①关节活动度训练。术后1个月内根据患者的恢复
情况指导患者完成上下床活动的练习。随后可逐渐增加踝关节活
动、股四头肌等长收缩的运动训练。辅助患者完成髋关节的被动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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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外展内收运动的髋关节被动活动。每日20-30分钟。运动训练
的频率和强度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和适应程度进行加减。②肌肉力
量训练。术后1-2个月内指导患者完成肌肉力量训练，以提升肌肉
力量。监督患者完成髋关节主动活动、直腿抬高训练等运动训练，
每日20-30分钟。③关节功能训练。术后2-3个月实施协调性恢复训
练，以提升髋关节功能。适当增加抗阻训练、平衡训练等运动训
练，每日20-30分钟。(3)延续性护理。①建立线上交流群。建立微
信病友群，邀请患者加入群聊，每日在群内发送疾病术后的相关知
识及护理注意事项。②运动训练的监督。告知患者将每日运动训练
的视频发至群中，统计患者每日的运动训练执行情况，根据患者的
运动训练情况予以一定的口头表扬或批评，告知运行训练完成情况
较差的患者向完成情况较好的患者学习。③定期答疑解惑。每周五
晚八点为患者进行线上答疑解惑，根据患者的恢复情况给予一定的
建议或指导。④随访。每周1次电话随访，了解患者的恢复状况，1
个月后每个月电话随访一次。
1.3 观察指标 
1.3.1 髋关节功能  以Hamis髋关节功能评分[8]对股骨头坏死手术
患者的髋关节功能进行评估，总得分100分，得分越高，髋关节
功能越好。问卷分别于患者不同手段护理前后进行调查。
1.3.2 生活质量  使用生活质量调查问卷(QOL-30)[9](3个维度，30

表1 两组髋关节功能比较
组别  　　　髋关节功能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1例) 59.88±3.11 74.15±4.52
对照组(n=40例) 60.04±3.19 70.39±4.66
t  0.229  3.686
P  0.820  <0.001

表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生活质量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1例) 60.27±5.00 77.85±4.85
对照组(n=40例) 60.85±5.14 73.77±5.25
t  0.515  3.634
P  0.608  <0.001

表3 两组满意度比较
组别   满意度评分(分)
观察组(n=41例)  90.14±4.58
对照组(n=40例)  86.75±5.12
t   3.143
P   0.002

个项目，总分30-126分)对股骨头坏死手术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
估，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问卷分别于患者不同手段护理前
后进行调查。
1.3.3 满意度  采用我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护理后的满意
度进行评估，调查表包括院内护理满意度(50分)和院外护理满意
度(50分)，总分值为100分，分值越高，满意度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以SPSS 26.00分析数据，髋关节功能、生活质
量、满意度评分的计量数据以(χ- ±s)描述，t检验，分类变量以
[n(%)]描述，χ

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髋关节功能比较  干预前，两组髋关节功能评分差异不
显著(P>0.05)，干预后，两组评分均提升(P<0.001)，且观察组高
于对照组(t=3.686，P<0.001)。见表1。
2.2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干预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差异不显著
(P>0.05)，干预后，两组评分均提升(P<0.001)，且观察组高于对
照组(t=3.634，P<0.001)。见表2。
2.3 两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满意度评分(90.14±4.58)分高于对
照组(86.75±5.12)分，差异显著(t=3.143，P=0.002)。见表3。

3  讨　论
　　股骨头坏死是骨科常见疾病之一[10]。目前，股骨头坏死的发
病率呈升高趋势，其严重影响患者的髋关节功能和生活质量，对
患者的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11-12]。手术治疗虽可缓解疾病，但其
术后护理仍至关重要[13]。基础护理对髋关节功能的改善作用有
限，因此，需对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运动训练在促进患者术后髋关节功能恢复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14]。另外，延续性护理的应用不仅有利于患者术后的恢复，对于
实现运动训练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也有重要作用[15]。本研究结果显
示，基于运动训练的延续性护理的患者髋关节功能、生活质量、满
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也说明该护理模式较为可靠。这可
能是由于基于运动训练的延续性护理通过术后早期适度的被动运动
帮助患者缓解肌肉紧张和关节僵硬，并在患者恢复过程中，逐步增
加关节活动度训练和肌肉力量训练等主动运动，有效提升患者的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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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活动范围。通过健康教育、专业的护理指导、答疑解惑等能够
帮助患者认识到运动训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帮助其更好地掌握运
动训练的技巧和方法，提升运动训练的依从性，有利于改善髋关节
功能。髋关节功能的提升有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延续性护理
通过建立微信群能够为患者与护理人员的沟通提供桥梁，有利于管
理患者，监督患者每日完成运动训练，提高患者的运动训练的依从
性，促进髋关节功能的恢复，从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另外，该
护理模式的定期随访可帮助患者及时纠正运动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调整运动计划，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指导与照护，有利于患者尽
早恢复正常生活，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李慧等[16]研究显示，延续
性护理能够提升患者的髋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延续性护理通过定
期的随访和评估，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患者在恢复过程中的问题，
有效提升生活质量，并随着患者运动训练计划的完成，进而提升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
　　综上，基于运动训练的延续性护理能够提升股骨头坏死手术
患者的髋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且患者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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