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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护理在门诊慢性伤口处理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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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门诊慢性伤口处理中运用个体化护理的价值。方法 2022 年 5 月~2023 年 5 月，取我院门

诊就诊的慢性伤口患者 102 例，随机分组，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个体化护理）各 51 例，分析组间效

用。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伤口面积、伤口恢复有效率、并发症、满意度数值均较对照组更佳（P<0.05）。结论 门
诊处理慢性伤口期间运用个体化护理取得了显著效用，利于伤口面积改善，恢复效率提升，并发症减少，满意度

提高，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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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on chronic wound management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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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in outpatient chronic wound management. 
Methods from May 2022 to May 2022,102 patients with chronic wound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1 in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51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dividualized nursing) . All the patients were 2023 to 
receive routine nursing, analysis of inter-group utility.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wound area, wound recovery rate, 
complications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Lt; 0.05) .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wounds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wound area, recovery efficiency, reduction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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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伤口统一定义尚未明确，泛指长时间内伤口

未愈合，诸多因素与之愈合有关，如免疫力、伤口类型

等 [1]。在此类病症护理上风险性较高，一旦在治疗期

间有松懈情况，将会影响伤口的愈合，使之产生不愈，

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危及生命。因而，临床常辅以科学

有效干预。有关学者显示，慢性伤口在治疗期间接受个

体化护理效用显著，利于不良事件减少，对满意度提升

而言十分有利。为了解其具体价值，本文取我院门诊

102 例慢性伤口患者，探究了个性化护理运用价值，详

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2 年 5 月~2023 年 5 月，取我院门诊就诊的慢

性伤口患者 102 例，随机分组，对照组 51 例，男：女

=28：23，年龄 24~78 岁（38.3±19.9）岁，病程 3~12
个月（3.7±1.2）个月，其中含烧伤溃疡 8 例、静脉溃

疡 12 例、糖尿病溃疡 16 例、外伤溃疡 15 例；观察组

51 例，男：女=27：24，年龄 25~76 岁（37.2±17.9）
岁，病程 1~12 个月（3.5±1.4）个月，其中含烧伤溃疡

7 例、静脉溃疡 11 例、糖尿病溃疡 18 例、外伤溃疡 15
例；组间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详细调查纳入患者一般状况，首先着重处理局部

伤口，对伤口情况做出评价，还需评估患者临床资料，

掌握具体免疫情况，行后续处理。伤口未行消毒、处理

前，需向患者讲解详细操作步骤，利于提高患者配合的

程度，以碘伏等完成伤口消毒、清洁，后在伤口上适当

覆盖辅料，呈现隔离防护作用，抑制细菌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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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愈合加速。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以患者实际状况为依据展开

指导，确保患者药物应用规范性，严格详细观察患者病

症改变，患者停药等给予指导[2]。 
观察组行个体化护理，内容含（1）评估伤口：评

估伤口的相关人员需接受系统性培训，学习相关评估

相关，掌握评估相关指标，还需定期观察、评价伤口具

体的状况，对患者受伤原因展开针对性调查，判断患者

自理生活的能力，掌握有无基础病症存在，对摄入营养

状况展开分析，明确有无并发症存在，调查患者翻身技

巧、营养食谱等。（2）拟定个性化护理手段：以实际

情况为依据拟定皮肤干预个性化策略，便于患者获得

活动个性化方式，拟定针对性食谱，确保获取充足营

养，为患者选择翻身合适的技巧。干预患者前需将操作

相关风险详细告知患者，告知患者护理伤口需注意的

各类事项，便于赢得患者配合、知情。（3）干预伤口：

更换伤口药物是，操作无菌原则应严格坚持。在众多操

作展开时，应以无菌药物制度、洗手相关规范为依据严

格执行，药物更换时应注意查看伤口渗液、渗血情况有

无，组织类型观察还应强化，评定有无疼痛，观察伤口，

测定面积。结合愈合情况清理伤口，确保适当，选择辅

料应确保适合，患者若有清创指征存在或坏死组织存

在，清洗时可借助生理盐水，并将机械性清创完善，尽

可能对感染实施控制，减轻渗液影响机体程度[3]。（4）
干预心理：在愈合上慢性伤口需要的时间很长，所以，

患者极易有焦虑、抑郁情绪存在，对此，应施以针对性

积极疏解，与之保持积极主动交流、沟通，将相关病症

告知患者，向其介绍痊愈的案例，使之治疗依从性、积

极性树立，亦可保持治疗良好心态[4]。 
1.3 观察指标 
（1）伤口面积：测量干预前后伤口的面积。 
（2）伤口恢复效率：含显效（伤口恢复速度较快）、

有效（伤口缓慢恢复）、无效（伤口无变化）[5]。 
（3）并发症：含感染、出血、疼痛等。 
（4）满意度：以自制问卷调查，含不满意、满意、

非常满意[6]。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6.0 处理，P<0.05 为差异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伤口面积 
干预前，观察组（19.20 ± 10.20）cm2，对照组（20.13 

± 12.05）cm2，组间数值（P>0.05），干预后，观察组

（8.92 ± 3.44）cm2，对照组（16.52 ± 6.12）cm2，组间

数值（P<0.05）。 
2.2 伤口恢复有效率 
组间伤口恢复有效率分析（P<0.05），见表 1。 
2.3 并发症 
组间并发症情况（P<0.05），见表 2。 
2.4 满意度 
组间满意度（P<0.05），见表 3。 

表 1  伤口恢复效率分析（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1 54.90（28） 39.22（20） 5.88（3） 94.12（48） 
对照组 51 47.06（24） 27.45（14） 25.49（13） 74.51（38） 
ꭓ²     16. 844 
P     <0.05 

表 2  并发症分析（例，%） 

组别 例数 感染 出血 疼痛 合计 
观察组 51 0.00（0） 3.92（2） 7.84（4） 11.76（6） 
对照组 51 7.84（4） 7.84（4） 23.53（12） 39.22（20） 
ꭓ²     16.144 
P     <0.05 

表 3  满意度分析（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1 5.88（3） 41.18（21） 52.94（27） 47.06（24） 
观察组 51 58.82（30） 35.29（18） 5.88（3） 94.12（48） 
ꭓ²     16.441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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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慢性伤口患者中大部分无法正常获得愈合，通常

许多外部因素会作用在伤口处，影响其恢复，若想迅速

治愈，需辅以药物干预、护理专业性手段等，此处也是

慢性伤口治疗难点治愈。该症类型多样，含创伤性、动

脉性等，病变很少演变为慢性伤口[7]。很多因素可导致

慢性伤口，如出血、营养不良等。护理该症存在较多风

险，如伤口清洗、选择辅料等，因而应与病症具体风险

结合，确保管理的针对性，对患者做出综合性评估，明

确潜在众多风险，并开展对应干预 [8]。 
近些年，我国社会发展呈现持续性，人们保护意识

提高显著，尤其表现在医疗知识认知上[9]。汇总可见，

门诊在治疗慢性伤口中行风险管理含极大隐患，个体

化护理则较为特殊，其可强化护理人员自身技术，可将

优质服务态度提供给患者，以免医疗纠纷发生，亦可提

高患者技能，利于控制风险，提高满意度，减少并发症

等，总而言之，所图之利较大[10]。 
本文将个体化护理给予观察组，结果：干预后，

观察组伤口面积、伤口恢复效果较对照组更优，且并

发症 11.76%较对照组 39.22%低，提示了个体化护理

取得了显著效用。在钟赛琼[11]文中，取 50 例慢性伤

口患者，随机划为两组，各组均 25 例，将常规护理、

个体化护理分别给予对照组、观察组，结果：观察组

12.00%低于对照组 40.00%，数值与本文基本一致，本

文真实性得到证实。个体化护理经系统性培训护理人

员便于其掌握相关知识，将服务优质服务提供给患

者，经伤口定期观察、评定，便于掌握具体状况，明

确受伤原因，了解自理能力，明确营养摄入等情况，

便于后续拟定护理个性化策略，据此提供给患者针对

性干预手段，使之获得充足营养，了解相关风险，积

极配合护理、操作，促进伤口恢复。经针对性干预并

发症利于减少并发症，加速恢复进程。经干预心理可

确保针对性疏解患者负性心理，使之心态积极乐观的

面对后续治疗、护理，配合度提升，疗效、满意度提

高[12]。本文结果还可见，观察组满意度 94.12%较对照

组 47.06%高，提示了个体化护理可提高满意度。在罗

晓花[13]等文中，取 68 例慢性伤口患者，以护理不同

手段分组，治疗组、对照组均 34 例，结果：治疗组满

意度 94.11%较对照组 47.05%高，数值与本文高度一

致，本文可靠性获得验证。 
综上可见，门诊处理慢性伤口期间运用个体化护

理所获效用显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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