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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S 模式护理对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的影响 

田 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骨科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研究并讨论 FLS 模式护理对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我院骨科进行手术治疗的 96 例股骨颈骨折患者，等分为常规护理参照组和 FLS 模式护理观察组，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髋关节功能评分、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分、自我感受负担评分和护理后康复进程及 1 年内的骨

折再发率。结果 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各项评分无显著差异，护理后均优于护理前，同时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各

项髋关节功能评分均高于参照组，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分也高于参照组，自我感受负担评分则低于参照组，康复用

时也短于参照组，且 P<0.05，有统计学意义；观察患者 1 年内的骨折发生情况，观察组的骨折再发仅有 1 例，而

参照组确有 7 例，再发率观察组 2.17%低于参照组 15.22%，P<0.05 统计学成立。结论 对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护

理期间采用 FLS 模式护理能够有效促进患者髋关节的功能恢复，改善自我效能感，减轻自我感受负担，缩短康复

进程，有效预防再次发生骨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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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LS mode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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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discuss the effect of FLS mode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96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who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in our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and they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routine nursing reference group and FLS nursing observation group. Hip function scor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ore, self-
perceived burden scor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after nursing and recurrence rate of fracture within 1 year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and 
the scores after nursing were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 Meanwhile, the scores of hip function after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scores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scores of self-perceived burde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recovery 
time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P<0.05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occurrence of fractures 
within 1 year was observed, and the recurrence of fractures was only 1 c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7 case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recurrence rate of 2.17%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15.22%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statistically established. Conclusion FL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hip joint, improve self-
efficacy, reduce the burden of self-perception, shorten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fracture in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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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颈位于股骨的顶端，连接股骨头与股骨，股骨

颈骨折在老年群体较为常见，这与老年骨质疏松患者

有关，一旦发生股骨颈骨折，会对患者的站立、行走造

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威胁患者的健康[1]。手术治疗是治

疗该病的主要手段，但术后并发症又影响患者的康复。

FLS 模式护理能够有效识别、评估患者的骨质状况，制

定骨质疏松调整方案，经临床证实疗效显著，可降低再

次骨折发生率。本文主要对比探究 FLS 模式护理在老

年行股骨颈骨折手术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见如下

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骨科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行手术

治疗的 92 例股骨颈骨折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采

用平均分配原则，分为参照组 46 人与观察组 46 人，

其中参照组男女患者为 26 人和 22 人，年龄从 58 岁至

86 岁，平均年龄（67.78±5.68）岁，骨折部位：双侧

股骨颈骨折 16 例、单侧股骨颈骨折 30 例，骨折原因：

摔倒 25 例、交通事故 19 例、重物砸伤 2 例；观察组

男女患者为 27 和 21 人，年龄从 59 岁至 85 岁，平均

年龄（68.14±5.59）岁，骨折部位：双侧股骨颈骨折 17
例、单侧股骨颈骨折 29 例，骨折原因：摔倒 26、交通

事故 17 例、重物砸伤 3 例。本次研究所有患者均签订

同意书，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可开展研究。 
纳入条件：临床诊断符合《实用外科学》的诊断标

准，手术时间在骨折发生后的 20 天内。 
排除条件：陈旧性骨折者、凝血功能障碍者、心脑

血管疾病者、精神障碍者、麻醉药物过敏者以及中途退

出研究者。 
1.2 护理方法 
参照组采用常规模式护理，术前主动向患者进行

宣传教育，陈述股骨颈骨折的原因，介绍手术治疗方案

和注意事项，叮嘱患者做好手术准备，即术前 8 小时

禁食禁水；术后加强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测，及时向医生

反馈患者的异常现象，调整饮食方案，形成健康的作息

习惯，指导患者下床活动[2]。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

FLS 模式护理，具体内容包括： 
（1）组建 FLS 护理小组，成员包括骨外科医生 1

名和护士 3 名，临床护理专家 1 名，医生负责手术治

疗工作，专家负责团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和药物管理

工作，护士负责护理工作的实施和随访[3]。 
（2）识别并评估骨质疏松，通过 X 射线对患者股

骨、腰椎及全身扫描，获取骨密度数据，通过对血液的

常规检查、生化检查和骨代谢标志物检查，识别患者骨

质疏松情况，评估患者骨健康状况，并由责任护士对患

者家属进行骨质疏松健康教育，使其加强对骨质疏松

的认识并积极参与预防。建立医护小组微信群，成员之

间共享患者资料，并将护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小

组讨论[4]。 
（3）评估患者骨质疏松的风险，护理人员将患者

的跌倒风险、危险因素、骨折病史、骨质疏松家族史等

综合内容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核查引发跌倒的药物使

用情况，排除造成骨质损害的药物后，再开展骨密度检

测，依结果将科学的治疗方案传至小组微信群，完善并

落实护理方案[5]。 
（4）开展治疗干预，按照医嘱对骨质疏松患者进

行药物治疗，护理人员指导并监督患者用药，并加强跌

倒预防干预；指导患者饮食营养均衡，保证食物清淡，

补充维生素和钙质；对于产生担忧、恐惧等负面心理的

患者，加强预防跌倒教育和日常安全防护，提高其安全

感；指导患者正确开展术后肢体功能的康复训练[6]。 
（5）监测患者随访情况，协助患者进行复查预约，

定期安排患者来院复诊，并开展院外延续护理工作，改

善其治疗效果。患者出院后，将患者及其家属纳入微信

群，定期在群内发布有关骨质疏松内容的文案，并耐心

解答患者疑问，叮嘱患者积极进行康复锻炼[7]。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髋关节功能评分、一般自

我效能感（GSES）评分、自我感受负担（SPB）评分

和康复进程及 1 年内的骨折再发率。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涉及到的计量数据使用( sx ±  )表示，检验

通过数据 t；计数数据使用(n，%)表示，检验通过数据

χ2。所有数据都进行 SPSS20.0 软件数据包来计算、分

析、处理，P<0.05，组间差异存在。 
2 结果 
3 讨论 
骨质疏松问题多体现在老年人群中，因此，老年人

在遇到跌倒或与硬物相撞时容易引发股骨颈骨折，一

般情况下，患者可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帮助髋关节恢

复功能，改善病情，促进患者康复，但是术后发生再次

骨折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效果。常规的术后护理方

法相对单一，无法充分认识到骨质疏松问题，缺乏预防

措施，会再次引发骨折，护理效果不理想。FLS 模式护

理是对骨质疏松老年患者实施识别、评估、治疗、随访

的一个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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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髋关节功能评分（分， sx ± ）（n=46） 

项目 时间 参照组 观察组 t P 

疼痛感 
护理前 22.55±2.99 21.37±3.06 1.908 0.061 

护理后 33.42±4.00 36.99±4.75 3.968 0.001 

步态 
护理前 17.33±2.94 16.89±2.75 0.757 0.453 

护理后 24.48±3.16 26.40±3.38 2.868 0.006 

功能活动 
护理前 5.97±1.28 6.24±1.53 0.940 0.351 

护理后 8.90±1.84 10.07±2.02 2.966 0.005 

畸形与活动度 
护理前 4.40±1.23 4.64±1.04 1.038 0.304 

护理后 5.57±1.41 6.64±1.54 3.555 0.001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分、自我感受负担评分和康复进程（ sx ± ） 

组别 例数 
GSES 评分（分） SPB 评分（分） 康复进程（天）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首次下床时间 住院时间 

参照组 46 46.14±5.99 55.14±6.86 38.21±4.02 31.42±3.09 2.05±0.72 8.29±3.11 

观察组 46 45.88±6.33 58.97±7.15 37.42±3.86 28.63±2.88 1.68±0.63 7.06±2.34 

t - 0.207 2.668 0.981 4.570 2.708 2.190 

P - 0.838 0.010 0.331 0.001 0.009 0.032 

表 3  比较两组患者 1 年内的骨折再发率(n，%） 

组别 例数 
再发骨折类型 

总发生例数 总发生率 
稳定型 不稳定型 

参照组 46 5 2 7 15.22% 

观察组 46 1 0 1 2.17% 

χ2 - - - - 3.530 

P - - - - 0.041 

 
是由专科护士协同医护专家共同实施术后护理管

理，该模式护理专业性强，针对性高[8]，具备临床可行

性。本次研究中，观察组的各项髋关节功能评分和一般

自我效能感评分更高，自我感受负担评分更低，康复进

程更短，1 年内的骨折再发率更低，说明 FLS 模式护

理不仅能对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的髋关节功能改善有

促进作用，还能提高自我效能，减轻自我负担感，减少

康复时长，预防骨折再发生，故应在临床推广 FLS 模

式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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