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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骨科疼痛管理是医疗护理中极为关键的一环,而护士作为疼痛管理的重要实践者,其角色和作

用不可忽视。本文深入探讨了护士在骨科疼痛管理中的实践探索。概述了骨科疼痛管理的现状及其在

临床护理中的重要性。在疼痛评估环节,护士需掌握并应用多种疼痛评估工具,全面收集患者的疼痛信息,

并准确记录与报告评估结果,为制定个性化的疼痛管理方案提供依据。在疼痛干预方面,护士负责药物治

疗的管理与监测,确保患者安全、有效地使用止痛药物；积极应用非药物治疗手段,如心理疏导、康复锻

炼等,以减轻患者疼痛,促进康复进程。护士在骨科疼痛管理中的实践与探索,不仅提升了疼痛管理的效

果,也体现了其在患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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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thopedic pain management is a very critical part of medical care, and the nurse as an important 

practitioner of pain management, its role and function can not be ignor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nurses in pain management of orthopedic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rthopaedic pain 

management and its importance in clinical nursing were summarized. In the pain assessment process, nurses need 

to master and apply a variety of pain assessment tools, comprehensively collect patients' pain information, and 

accurately record and report evaluation result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pain 

management programs. In terms of pain intervention, nurse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of drug therapy to ensure the safe and effective use of pain-relieving drugs. Active use of non-drug 

treatment means, such a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etc., to reduce the pain of patients 

and 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nurses in orthopedic pain management 

not only improves the effect of pain management, but also reflects their important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patient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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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疼痛是骨科疾病常见的症状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有效的疼痛管理对于缓解患者痛苦、促进康复具

有重要意义。护士作为患者疼痛管理的主要执行者,其在疼痛

评估、疼痛干预及患者教育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将从实践角度出发,探讨护士在骨科疼痛管理中的具体

应用。 

1 骨科疼痛管理的现状与重要性 

骨科疼痛管理的现状呈现出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特点。随

着骨科疾病种类的增多和患者疼痛感受的个体差异,疼痛管理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疼痛作为骨科疾病的主要症状之

一,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和康复进程。骨科疼

痛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效的疼痛管理能够显著减轻患者

的痛苦,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舒适度,促进患者的康复和重返社

会。优化疼痛管理还能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提高医疗效率,为

骨科疾病的综合治疗提供有力支持。 

2 护士在骨科疼痛评估中的实践 

2.1掌握和应用疼痛评估工具 

2.1.1视觉模拟评分(VAS) 

在骨科疼痛管理中,护士在疼痛评估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掌握和应用疼痛评估工具是护士的基本职责之一,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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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模拟评分(VAS)作为一种常用的评估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骨

科患者的疼痛评估中。视觉模拟评分(VAS)是一种简单、直观且

有效的疼痛评估工具。它通常表现为一条标有刻度的直线,一端

表示无痛,另一端表示剧痛。患者被要求根据自己的疼痛感受在

这条直线上标记相应的位置,从而量化其疼痛程度。护士需要熟

练掌握VAS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何向患者解释评分规则、如何引

导患者正确标记疼痛程度以及如何准确解读患者的评分结果。

在评估过程中,护士还需注意观察患者的表情、动作等非语言性

信息,以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疼痛状况[1]。通过应用VAS等疼痛

评估工具,护士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估骨科患者的疼痛程度,为

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这些评估结果也有助于护士

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的疼痛管理服务,促进患者的康复

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2.1.2数字评分法(NRS) 

在骨科疼痛管理中,护士在疼痛评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掌握和应用疼痛评估工具是护士进行疼痛评估的基础,

其中数字评分法(NRS)是一种简便易行且准确性较高的评估方

法。数字评分法(NRS)通常采用0至10的刻度,患者根据自身疼痛

感受选择相应的数字。其中0表示无痛,10表示疼痛达到极限。

这种评分法直观易懂,适用于不同年龄段和文化水平的患者。护

士在应用数字评分法时,需要向患者详细解释评分规则,确保患

者理解并能够准确表达疼痛感受。护士还需观察患者的表情、

动作等,以辅助判断患者的疼痛程度。在评估过程中,护士应保

持耐心和细心,给予患者充分的支持和安慰。通过掌握和应用数

字评分法,护士能够更准确地了解骨科患者的疼痛程度,为医

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有力依据。这种评估方法也有助于护士

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的疼痛管理服务,促进患者的康

复进程。 

2.1.3面部表情评分法等 

在骨科疼痛管理中,护士在疼痛评估环节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为了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护士需要掌握和应

用多种疼痛评估工具,其中面部表情评分法是一种直观且易于

操作的方法。面部表情评分法通过一系列描绘不同疼痛程度的

面部表情图片,让患者根据自己的疼痛感受选择最符合当前状

态的图片。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无法用言语准确描述疼痛感受

的儿童、老年人或认知功能受限的患者。在应用面部表情评分

法时,护士需要向患者详细解释评估流程和图片的含义,确保患

者能够正确理解和选择。护士还需仔细观察患者的面部表情、

肢体动作等,以综合判断患者的疼痛程度。通过掌握和应用面部

表情评分法等疼痛评估工具,护士能够更全面地了解骨科患者

的疼痛状况,为制定个性化的疼痛管理方案提供有力依据。这些

评估工具还有助于护士及时发现疼痛管理中的问题,调整治疗

方案,提高疼痛管理的效果和质量。 

2.2全面收集患者疼痛信息 

在骨科疼痛管理中,护士全面收集患者的疼痛信息是评估

疼痛情况的关键步骤。护士需要耐心细致地询问患者关于疼痛

的具体感受,了解疼痛的性质、部位、持续时间和发作频率等详

细信息。护士还需关注疼痛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如睡眠、饮

食、活动等方面,以便全面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和生活质量。通

过全面收集患者疼痛信息,护士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的疼痛

状况,为制定个性化的疼痛管理方案提供有力依据[2]。护士还需

及时记录并整理这些信息,确保疼痛评估的连续性和准确性,为

后续的治疗和护理提供重要参考。 

表一  护士在骨科疼痛评估中实践的应用前后数据 

评估工具 应用前疼痛评分 应用后疼痛评分

视觉模拟评分(VAS) 7.5 4.2

数字评分法(NRS) 8 3.8

面部表情评分法 痛苦表情 稍微不适表情

 

2.3准确记录与报告疼痛评估结果 

在骨科疼痛管理中,准确记录与报告疼痛评估结果对于确

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疼痛治疗至关重要。护士作为疼痛评

估的主要执行者,需要仔细记录患者的疼痛评分、疼痛描述、疼

痛变化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准确、完整地报告给医生。这有助

于医生全面了解患者的疼痛状况,为制定和调整治疗方案提供

依据。准确记录与报告疼痛评估结果还有助于护士监测疼痛管

理的效果,及时发现并解决疼痛管理中的问题。通过不断完善疼

痛评估记录与报告制度,护士能够确保疼痛管理的连续性和系

统性,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护士在骨科疼痛

评估中应充分认识到准确记录与报告疼痛评估结果的重要性,

并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

疼痛管理需求。 

3 护士在骨科疼痛干预中的实践 

3.1药物治疗的管理与监测 

在骨科疼痛干预中,药物治疗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而护士则

是药物治疗管理与监测的核心执行者。护士需要准确理解医生

的用药意图,严格遵循医嘱,确保患者按时、按量、按方法服用

止痛药物。护士还需密切关注患者用药后的反应,包括疼痛缓解

程度、药物副作用等,以便及时调整用药方案或采取必要的护理

措施。在药物治疗的管理过程中,护士还需注意药物之间的相互

作用,避免药物间的冲突或不良反应。护士还需对患者进行药物

教育,指导患者正确使用药物,包括药物的保存方法、用药时

间、剂量调整等,以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和治疗效果。通过

药物治疗的管理与监测,护士能够确保骨科患者得到安全、有

效的药物治疗,减轻疼痛程度,提高生活质量(见表二)。这也体

现了护士在疼痛干预中的专业性和责任感,为患者的康复提供

了有力保障。 

3.2非药物治疗的应用 

3.2.1物理疗法、按摩等辅助手段的实施 

在骨科疼痛干预中,非药物治疗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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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护士作为疼痛管理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积极应用物理疗法、

按摩等辅助手段来减轻患者的疼痛感受。物理疗法是一种常用

的非药物治疗方式,它可以通过温热、冷敷、电疗等手段促进局

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护士在实施物理疗法时,需

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并严格控制治疗时间

和强度,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按摩也是一种简单而有

效的非药物治疗手段。通过按摩患者的疼痛部位或相关穴位,

可以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疼痛。护士在进行按摩时,

需要掌握正确的按摩技巧和方法,并根据患者的反应调整按摩

力度和频率,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表二  药物治疗前后数据变化表格 

评估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疼痛评分(NRS) 7 3

药物副作用发生率 — 10%

用药依从性 低 高

生活质量评分 50 80

 

3.2.2心理疏导与疼痛认知教育 

心理疏导对于骨科疼痛患者来说至关重要。面对疾病的痛

苦和困扰,患者往往会产生焦虑、恐惧、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

情绪会进一步加剧疼痛感。护士需要积极与患者沟通,了解他们

的心理需求,提供情感支持和安慰。通过倾听、解释、鼓励等方

式,护士可以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压力,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从

而减轻疼痛感受。疼痛认知教育也是非药物治疗中的重要一环。

许多患者对疼痛存在误解和恐惧,认为疼痛是不可避免的,甚至

对止痛药存在抵触心理。护士需要向患者普及疼痛知识,解释疼

痛的产生机制、治疗方法及预后情况,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疼痛

认知[3]。 

3.3康复锻炼的指导与监督 

康复锻炼不仅有助于促进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还能有效

减轻疼痛,提高生活质量。护士在康复锻炼的指导中,会根据患

者的具体病情和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锻炼计划。她们会详细

解释每个动作的要领和注意事项,确保患者能够正确、安全地进

行锻炼。护士还会关注患者在锻炼过程中的反应,及时调整锻炼

强度和进度,以避免过度锻炼导致的疼痛加重。在监督方面,护

士会定期评估患者的锻炼效果,记录疼痛程度和关节功能改善

情况。她们会与医生密切沟通,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治疗方案,以

确保患者能够得到最佳的康复效果。护士还会鼓励患者坚持锻

炼,提醒他们注意锻炼的持续性和规律性,以巩固康复成果。 

4 结语 

护士在骨科疼痛管理中的实践探索是一项既具挑战性又充

满意义的任务。通过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技能,护士们能够更准确

地评估患者的疼痛状况,制定个性化的疼痛管理方案,并通过精

心实施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手段,有效减轻患者的疼痛程度,

提高生活质量。护士在康复锻炼的指导与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帮助患者恢复关节功能,重返正常生活。在骨科疼痛管理的

道路上,护士们将继续探索、创新,为患者提供更加专业、全面

的护理服务,共同助力患者走向康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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