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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特色健康教育对骨质疏松症患者的影响

严洁敏
，
温奋 良 ， 潘佩婵

中 山市中 医院 ， 广东 中山

摘要 目 的 ： 观察 中 医特 色健康教育 对骨质疏松症患 者的影响 方法 ： 将 例 骨质疏松症 患者作 为研究 对象 ， 随机分 为

组 对 照组仅采用 常规护理 ；
观察组在 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对患 者及其 家属进行相 关的 中 医特 色健康教育 。 检测 比较 组护理后骨

质疏松症 自 我保健认知调查表评分情况 。
结果 ： 护理后 观察组对 自 我保健认知评分与 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结论 ： 中 医特 色健康教育 能够提高 骨质 疏松症 患者的 自 我保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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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症为 临床 骨科常见疾病 之
一

，
是 以骨胶原纤维和 护理方法

粘多糖蛋 白减少 ， 导致骨组织中 骨密度下降 ， 骨质脆性增高 ， 对 照组 仅采 用 常规护理 。 （
心理护理 与患者沟通 ，

骨折风险性增高 ， 骨显微结构退行性病变 的
一

种慢性顽固性全 耐心细致地讲解病情 ，
尽量消 除患者因疾病 引起 的 悲观消极 、

身性的 疾病 ，

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全身性或局部性的 骨痛 、 腰背 焦虑烦躁 、 易 怒恐惧 的情绪 ，

（ 饮食指导 合理 的膳食结构
，

酸痛 、
下肢抽搐 、 全身乏 力等 ，

容易导致骨折 的发生。 骨质疏 营养素充足 ， 保证钙的摄入 ， 保证科学 合理的饮食 习惯 ， （

松症多 发生于老年人和绝经后妇女 ，

随着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 ，
药物 干预 遵 医嘱指导患者服用能补充钙元素 的钙剂 ， ⑷运

我 国 现在 岁 以 上 人 口 超过 ， 岁 以 上 人 口 超过 动锻炼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运动 ， 运动方式包括散步 、

， 按照 国 际标准 ， 我们 已经跨进老龄化社会的 门槛 。 健 慢跑 等 ， （ 预 防并 发症 通过告知患者诱 发跌倒 因素 、 不 良

康教育作为 临床护理的 重要辅助手段 ， 通过帮助患者了 解疾病 影响与预防措施 ，
指导患者营造安全 的生活环境 。

的相关知识 ， 使其更 自 觉地配合治疗 ， 选择有利于疾病恢复 的 观察组 在 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对患者及其家属 进行相关

生活方式 ， 从而改善预后 ， 提高生存质量 。 本研究初步探讨 中 的中 医特色健康教育。

医特色健康教育对骨质疏松症患者的 影响 。 健康教育 方法 医护 人员讲解与演示 、 健康知 识讲座 、

临床资料 发放 宣传 手册 、 阅读科普书籍 、 社 区保健服务 、 固定 电话咨

纳入标准 明确诊断为 骨质疏松症 的 老年患者 ，

意 询 、 医护随访等 多种形式 。

识清楚 ， 依从性较强的 患者 。 健康教育 的 内容 （ 调 畅情 志 ， 修身养性 指导围绝经

一

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年 月
一

年 月 本 期 、
绝经期后 的妇女及老年人调情志 ，

如多 听咅乐 、 参加 同龄

院骨三科住 院洽疗 的骨质疏松症 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 ，
共 人的集体活动 ， 保持积极乐观 的情绪以减少骨矿物的丢失 ， 预

例 。 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组 各 例 。 组
一

般资料比较 ， 防疏 松的 发病 。 （ 饮食有节 ， 起居有 常 定时开展宣教 ，
让

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 义 ， 具有可比性 ， 见表 。 患者掌握谷 、 肉 、 果 、 莱类食物 的互相配合
，
合理搭配

，
营养

丨

、 ⋯

均衡 ， 适当补充营养 ， 增强体质 ， 预防骨质疏松 ， 向 患者宣教
表 资概

气 生活起居的养生保健 ， 要做到有 常有度 ’
居住环境要安静 ，

空
项 目 观察组 对照 组 、

士 立 ■至 白 不
气要流通 ， 注思 逸结合 ’ 并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

如增加户
性 别 （

男 女 ）

外活动 ， 适当接 受阳光照射 ， 指导患者进行
一些运动锻炼 ，

如

，

力 ± ±

五禽戏 、 太极拳 、 八段锦等 ，
活动度循序渐进 。 建议体重保持

± ±

在适宜的范围 ， 并戒烟限酒等 。 ⑶健脾补肾 ， 壮骨 固 本 让

体购 士

患者与家属 了解 中 医保健知识 ，
了 解关于 肾 为 先天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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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功能是藏精 ， 主骨 ， 生髓 ，
人 的生长发育与生殖主要依 讨论

赖 肾功能的健全 ， 肾与 骨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
肾精充足 ， 则 骨 骨质疏松症是临床上的 常见疾病 ，

主要表现为 骨骼疼痛 、

髓生化有源
，
坚固充实

，
强健有力 ， 建议患者遵 医嘱采用 中药 易 骨折等 。 年龄是骨质疏松的重要危险因素 ，

因此 ，
老年人患

调理 ， 以补 肾健脾为主的 中药复方通过调节骨代谢 ， 增 强成骨 骨质疏松症的 比例较高 ，

与老年人内 分泌功能失调 以及钙的摄

细胞活性 ，
逆转骨代谢高 转换状态 ，

调节下丘脑 垂体 性 入不足有关 ， 另 外 ， 活动量下降也是导致老年骨质疏松的
一

个

腺轴等方面发挥作用 ， 从而提高骨密度 ， 增强骨质量 ， 起到防 原因 。 骨质疏松症是
一个重要 的公共卫生问题 ，

且随着人口 的

治骨质疏松 的作 用 。 因此
，
以补肾壮骨的中 药为主 ， 同 时根据 老龄化

，
发病率也在逐年升高 。 中 医特色健康 教育是在 中 医基

老人 的 生理特点配伍调补脾胃 的药物为辅 ， 能够有效预 防骨质 础理论的指导下 ，
让患者 了解 中医情志 、 饮食 起居 、 运动 、 养

疏松症 的 发生 。 ⑷药 食同源 ， 辨证施膳 ： 向 患者普及 中 医食 生等 方面的知识 ； 通过中 医特色健康教育 ， 向 患者传授疾病 的

疗 ，
让患者 了解 药食同 源 ， 药食同 功 ， 药食同理

”

的 中 医养 基本知识 ， 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 从而达到预防疾病 、 促进疾

生知识 ， 帮助患者编排适合自 己的 药膳 ，
进行饮食调配 ，

有助 病恢复 、 提高生活质量的 目 的 。

于提高机体 自我调控功 能 ， 以促进预防骨质疏松的 自我保健 。 有研究发现 ， 中医特色健康教育有利于消 除四肢骨折老年

临床中 本科室常 用指导 ：

’

甲鱼滋补汤 ， 功效滋补肝肾 ， 益气 患者入院时 的 负性情绪 ，
提高对疼痛 的耐受力 及 骨折愈合效

健脾 。 多用于绝经后骨质疏松辨证属肝 肾阴虚者 ； 艺桃核补肾 果 ， 降低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 。 同时采用 中医特 色健康教育有

粥 ， 功效补 肾壮 阳 ， 固精缩泉 ， 适用于骨质疏松症属肾 阳虚衰 利于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水平满意程度 ， 利于患者康复 ， 同 时

型
， 兼有夜尿频数症状者 ； 姓仲核桃炒腰花 ， 功效补 肾 阳 ， 减轻护理工作量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通过中 医特色健康教育

强筋骨 ， 适用于骨质疏松 肾虚腰痛者 ； 内金虾皮煎蛋 ， 功效 后 ， 观察组对骨质疏松知识的 掌握和 自 我保健认 知均 有改善 ，

壮 骨补钙 ， 健脾开 胃 ， 适 用于脾肾两虚型骨质 疏松症兼有 胃纳 且优于对照组 。 经过对骨质疏松症患者实施中 医特色饮食和运

不佳者 ； ⑤牛大力 、 千斤拔焖牛仔骨 ， 功效强筋健骨 ， 补益脾 动的教育 ，

发现观察组患者能够运用 中医保健方法缓解疼痛症

肾 ，
适用于脾肾两虚型骨质疏松症 ， 以腰膝酸软为 主症者 。 状 ， 提示 中 医特色健康 教育对患者长期 的 自 我保健有正性影

统计学方法 响
， 是可行的健康教育方式 。

使用 软件进行进行数据处理 ， 计量资料以 ±

表示
， 采用 检验 。 参考文献

疗效标准与护理结果 程志安 ， 黄霖 ， 李庆明 ， 等 中 医养生之道与骨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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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疏松症 自 我保健认知调查表》 进行调査 ： 得分 分为
丨

：

良
，
得分 分为一般

，
得分 分为差 。 陈玉平 ，

刘雪琴 ， 蔡德鸿 骨质疏松症知识问卷 的信度

组护理前后骨质疏松症 自 我保健认知调 查表评分 比较 和效度测定 中 国骨质疏松杂志 ， ， ：

见表 。 进行健康教育前 ， 观察组评分与对照组的评分 比较 ，

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 进行健 康教育后 ，
观察组评分 石倩 ，

杨雨佳 ，
高丽 ，

等 骨密度异 常人群骨质疏松知

与 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观察组优干对 识与 自我效能 的调查分析 中华护理杂志 ， ，

照组 。 ⑷ ：

、

丨
王敏 中 医特色健康教育对 四肢骨折老年患者康复效果

表 囊疏松

；：
健认知调査表

工
比

后

较比 分
的评价 丨

」
】 中 医药导报 ，

：

二！沪
谢春花

， 陈惠花 健康教育在骨科优质病房管理中 的 效

对 照组 ± ±
果评删 中 医药导报 ， ， 聊 ：

与 对照组治 疗后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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