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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在手足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郭素娇

包钢医院，内蒙古包头，014010；

摘要：目的：分析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用于手足外科护理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方法：随机均分 2023 年 2 月-20

25 年 1 月本院手足外科接诊病人（n=78）。试验组护理时采取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对比感

染率等指标。结果：关于感染率：试验组 2.56%，对照组 15.38%，差异显著（P＜0.05）。VAS 评分：干预后，试

验组（1.09±0.41）分，对照组（2.67±0.59）分，差异显著（P＜0.05）。护理质量：试验组高达（98.74±0.

64）分，对照组只有（92.15±1.39）分，差异显著（P＜0.05）。住院时间与创面愈合时间：试验组短于对照组

（P＜0.05）。满意度：试验组 94.875，对照组 79.49%，P＜0.05。结论：手足外科护理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

病人的感染率更低，康复情况更好，满意度与护理质量都更高，疼痛感减轻也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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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手足外科疾病十分常见，通常是由外力作

用所致，可使人体的手足出现挫伤与擦伤等问题
[1]
。对

手足外科病人而言，他们在明确诊断后通常都需要接受

手术治疗，通过此法能在较短的时间之内控制住病人的

病情，但手术所造成的创伤也会影响病人身心健康
[2]
。

故，医院还应重视手足外科病人的护理工作。封闭式负

压引流技术乃比较新型的一种干预手段，能实现持续引

流的效果，并能对创面上的渗出物和坏死组织进行有效

的清除，能减少病人感染的几率，并能加快肉芽组织生

长的速度，临床应用价值颇高
[3]
。本文选取的病例都是

有手术指征的手足外科病人78 名，病例截取时间是 20

23 年 2月-2025年 1 月，旨在剖析手足外科护理时用封

闭式负压引流技术所起到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3 年 2月-2025年 1 月，本院手足外科接诊病人

78名。入选病例资料齐全，同时排除血液系统疾病、自

身免疫缺陷、精神病、全身感染、孕妇、心理疾病与传

染病的病例
[4]
。入选病例分组时选用随机数表法，且每

组都有 39名病例。试验组女病人 17人，男病人 22人，

年纪上限 71，下限 22，平均（46.39±11.25）岁。对

照组女病人16 人，男病人 23 人，年纪上限 72，下限 2

1，平均（45.94±11.81）岁。各组基线资料相比，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试验组术后接受常规护理：制定个体化的营养食谱；

做好体征监护工作；酌情调整输液速率；向病人宣传疾

病知识；强化出院指导力度；仔细核对病人用药信息；

优化病区环境。

试验组增加使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详细如下：

（1）选择无菌生理盐水，对病人的术区进行反复冲洗，

目的是将杂质（包括坏死组织、血液与血凝块等）彻底

去除，此后，再根据病人术区的实际情况，用无菌剪刀

对敷料进行适当的裁剪，最后再将敷料置于病人的术区

上，需让敷料和病人的皮肤处于紧密贴合的状态。选择

医用胶带，对敷料边缘进行妥善的固定，避免敷料移位。

合理调整负压，一般情况下，需调整负压为-125 到-45

0mmHg。（2）引流期间，需仔细观察病人引流液的性状

与颜色，并准确记录引流量，若引流液颜色突然变红或

引流量明显变多，需立即上报。（3）强化宣教力度，

提前告诉病人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的使用目的和流程

等，并耐心解答病人提问，让病人能更好的配合治疗。

注意观察病人情绪，询问病人当前的感受，并指导病人

通过转移注意等方式缓解身体上的不适感。鼓励病人倾

诉，同时通过眼神交流、握手与点头等方式，向病人表

达理解与同情。

1.3 评价指标
[5]

（1）统计 2组感染者例数。

（2）疼痛感评估：其评估工具选择的是 VAS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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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10。评分和疼痛感的关系：正相关。

（3）护理质量评估：涉及到操作技术、环境管理

与健康宣教等，总分 100。

（4）记录 2组住院时间与创面愈合时间。

（5）满意度评估：涉及到宣教情况与护士服务态

度等。标准划分：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90 分，满

意 91-100分。结果计算：（一般+满意）/n*100%。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涵盖的全部数据，分析后处理时均选择 SPS

S 24.0。x²与 t检验计数、计量资料，且这两种资料的

表现形式依次是（%）、（x�±s）。如若差异达到了统

计学的标准，即可判定 P＜0.05。

2 结果

2.1 感染率分析

关于感染者，试验组只有 1人，占比是 2.56%；对

照组有 6人，占比是 15.38%。分析之后发现：试验组感

染率更低（P＜0.05）。

2.2 疼痛感分析

对比表 1 内的 VAS 数据：未干预，差异不显著（P

＞0.05）；干预后：差异显著（P＜0.05）。

表 1： VAS 数据表 （分，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39 4.73±0.91 1.09±0.41

对照组 39 4.81±0.94 2.67±0.59

t 0.1203 3.1451

P 0.0913 0.0091

2.3 护理质量分析

对比评估获取的护理质量数据：试验组高达（98.7

4±0.64）分，对照组只有（92.15±1.39）分，差异显

著（t=4.9102，P＜0.05）。

2.4 康复情况分析

对比表 2内的住院时间和创面愈合时间的数据：试

验组短于对照组（P＜0.05）。

表 2： 康复情况显示表 （d，x�±s）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 创面愈合时间

试验组 39 7.41±1.45 29.91±4.51

对照组 39 10.75±2.03 48.72±6.34

t 4.0215 9.1227

P 0.0000 0.0000

2.5 满意度分析

对比表 3内的满意度数据：试验组 94.875，对照组

79.49%，P＜0.05。

表 3： 满意度显示表 [n，（%）]

组别
例
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39 2（5.13） 11（28.21） 26（66.67） 94.87

对照组 39 8（20.51） 14（35.9） 17（43.59） 79.49

X2 7.2931

P 0.0203

3 讨论

目前，手术作为手足外科病人比较重要的一种干预

方式，能缓解病人症状，减轻病人痛苦，但病人在术后

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康复，若在此期间，病人

不能得到护士悉心的照护，将极易出现各种问题[
6,7]

。

而常规护理则是一种传统的护理技术，护士需凭着自身

的经验，向病人提供基础性的护理措施，让病人在手术

期间能得到一定的照护，但此法并不能满足病人的需求，

且此法也并不重视病人的心理健康，导致病人无法在一

种较好的状态下接受治疗，进而延长了病人的康复时间
[8]
。

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乃专科护理手段之一，能充分

利用负压封闭式引流与半透膜技术等，对病人的创面进

行有效的封闭及引流，以促进病人康复进程，同时也能

有效预防感染等问题的发生
[9]
。对手足外科病人而言，

他们的术区所处位置比较特殊，且手足外科手术的实施

也会增加病人发生感染与积液等并发症的几率，故，通

过对手足外科病人辅以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护理，可清

除掉病人创面上的分泌物和坏死组织，以在最大限度上

减少病人感染的几率，同时也能缩短病人创面愈合所需

的时间，另外，此法也能缓解病人的疼痛感，提高病人

生理舒适度
[10]
。

苏秋红等人的研究
[11]

中，对 80 名手足外科病人进

行了常规护理，并对其中 40 名病人加用了封闭式负压

引流技术，结果显示：引流组的感染率低至 5.0%，比常

规组17.5%低；引流组干预后的 VAS 评分低至（1.05±0.

35）分，比常规组（2.23±0.49）分低。表明，封闭式

负压引流技术对降低病人感染率和减轻病人疼痛感具

备显著作用。本研究，对比统计获取的感染率数据：试

验组更低（P＜0.05）；对比评估获取的 VAS 数据：干

预后，试验组更低（P＜0.05），这和苏秋红等人的研

http://vp2.a.xue66.net/Qikan/Search/Index?key=A=%e8%8b%8f%e7%a7%8b%e7%ba%a2&from=Qikan_Search_Index
http://vp2.a.xue66.net/Qikan/Search/Index?key=A=%e8%8b%8f%e7%a7%8b%e7%ba%a2&from=Qikan_Search_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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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相似。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能对外界病原菌进行

有效的隔绝，可预防感染等问题的发生，且持续的吸引

也能提高创面渗液清除的效果，能避免细菌繁殖，从而

有助于降低病人的感染率。封闭式负压引流能减少病人

的创面和外界接触的机会，能避免刺激，减轻病人疼痛

感。对比评估获取的护理质量数据：试验组更高（P＜0.

05）；对比住院时间和创面愈合时间的数据：试验组更

短（P＜0.05）；对比调查获取的满意度数据：试验组

更高（P＜0.05）。对手足外科病人采取封闭式负压引

流技术进行护理，可显著提升病人护理质量，且也利于

病人病情的恢复，另外，系统性的心理疏导与宣教也能

纠正病人的错误认知，能增强病人自信，消除病人不良

心理，让病人能更加安心的治疗，从而有助于缩短病人

住院时间，提升病人满意度
[12]
。

综上，手足外科护理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病人

的感染率更低，康复情况更好，护理质量与满意度都更

高，疼痛感减轻也更加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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