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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评价延续性护理对膝关节置换(TKA)患者生活质量及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收集延续护理对膝关节置换病人生活质量及依从性影响相关文献,用 RevMan5. 3 统计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13 篇 RCT 文献,包括 1338 例病人,Meta 分析结果显示:延续护理能提高 TKA 病人术后

生活质量及依从性评分,躯体功能
 

(SMD = 1. 18,
 

95%CI:
 

0. 94~ 1. 42,
 

P<0. 00001)、生理功能
 

(SMD = 0. 79,
 

95%CI:
 

0. 45~ 1.
12,

 

P<0. 00001)、生理职能(SMD = 0. 85,
 

95%CI:
 

0. 49~ 1. 12,
 

P<0. 00001)、社会功能
 

(SMD = 0. 78,
 

95%CI:
 

0. 51 ~ 1. 05,
 

P<
0. 00001)、情感职能

 

(SMD = 0. 74,
 

95%CI:
 

0. 44~ 1. 04,
 

P<0. 00001);依从性
 

(SMD = 1. 19,
 

95%CI:
 

1. 07~ 1. 33,
 

P = 0. 002)。
结论

 

现有证据表明,延续护理提高 TKA 病人生活质量及依从性。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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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
 

total
 

of
 

13
 

RCT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1338
 

patients.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inuous
 

care
 

was
 

superior
 

to
 

control
 

nursing
 

in
 

promoting
 

quality
 

of
 

life
 

and
 

ad-
herence

 

of
 

patients
 

with
 

TKA,
 

body
 

pain
 

(SMD = 1. 18,
 

95%CI:
 

0. 94 ~ 1. 42,
 

P <0. 00001),
 

physiological
 

function
 

(SMD = 0. 79,
 

95%CI:
 

0. 45~ 1. 12,
 

P<0. 00001),
 

role
 

physical
 

(SMD = 0. 85,
 

95%CI:
 

0. 49~ 1. 12,
 

P<0. 00001),
 

social
 

function
 

(SMD = 0. 78,
 

95%CI:
 

0. 51~ 1. 05,
 

P<0. 00001),
 

emotional
 

function
 

(SMD = 0. 74,
 

95%CI:
 

0. 44 ~ 1. 04,
 

P <0. 00001),
 

adherence
 

(SMD = 1.
19,

 

95%CI:
 

1. 07 ~ 1. 33,
 

P = 0. 002) .
 

Conclusions:
 

Existing
 

evidence
 

showed
 

that
 

continuous
 

care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adherence
 

of
 

TK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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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是治疗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
 

KOA) 较为常见的主要方

法,近年来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1] 。
TKA 患者的术后功能康复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相关研

究表明,行 TKA 的患者在术后早期肌力和功能上会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而医护工作者的指导可影响其对疾病的态度和

行为[2] ,故突显出延续护理对 TKA 患者康复的重要性。 延

续护理是保证患者在不同照顾地点或不同级别的照顾场所

之间进行转移时使其享受到协调、连续的护理服务[3] 。 有关

延续护理应用于 TKA 病人的生活质量及依从性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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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少见。 故本研究通过全面检索文献,来评价延续护理对

TKA 病人生活质量及依从性的应用效果,进而为后期开展

TKA 病人的延续护理提供科学的循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文献检索策略
  

检索时限为自建库以来至 2020 年 10 月已发表的文献。
通过计算机检索英文数据库为 PubMed、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中文数据库为中国知网
 

(CNKI)、万方数据

库、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 英文检索词包

括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otal
 

knee
 

replacement、Continuity
 

of
 

care、transitional
 

care、seamless
 

care、discharge
 

plan、home
 

based
 

intervention、telephone
 

follow -up、visiting
 

nurse、extended
 

nurs-
ing、hospital

 

to
 

home、quality
 

of
 

life、obedience。 中文检索词包

括全膝关节置换、延续护理、家庭访视、居家护理、过渡期护

理、连续护理、无缝隙护理、电话随访、健康教育、生活质量、
依从性。

1. 2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1. 2. 1　 纳入标准

①研究设计:随机对照试验(RCT);②研究对象:年龄>
50 岁的膝关节置换术后病人;③干预措施:对照组给予常规

护理;试验组实施延续护理;④结局指标:主要指标为患者的

生活质量;次要指标为患者的依从性。
1. 2. 2　 排除标准

①综述类文献;②重复发表的文献;③相关结局指标未

报道的文献;④数据不完整的文献;⑤未能获取全文的文献。

1. 3　 文献筛选、资料提取与质量评价
  

由两名研究人员通过独立阅读文献题目、摘要及全文内

容,严格按照纳排标准对文章进行初次筛选和资料提取,完

成初次筛选后,两人核对筛选结果。 提取资料的内容包括:
①基本信息,即文章题目、作者、发表时间、国家以及患者的

基本信息等;②研究特征,即样本量、干预措施、研究方法、有
无失访等;③结局指标,即生活质量及依从性。

  

文献质量评价由评价员根据不同项目做出偏倚风险等

级评判。 若研究完全满足标准,则文献评价等级为 A;若研

究部分满足标准,则文献评价等级为 B;如不满足标准,则文

献评价等级为 C。

1. 4　 统计学方法

经 2 人核对,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运用 RevMan5. 3 统计软

件进行 Meta 分析。 根据研究涉及的资料选择采用均数差

(Mean
 

Difference,
 

MD)或标准化均数差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表示,所有的效应量均计算 95%可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CI)。 通过检验计算 I2 值,如果 P>0. 1,
I2<50%,表明各研究间不存在异质性,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如果 P≤0. 1,I2≥50%,表明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较大,分析

其来源,如结果无临床异质性,则选择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2　 结果

2. 1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索到文献 2972 篇,包含中文 1490 篇,英文 1482 篇。
根据纳排标准,去除重复文献后获取 65 篇,阅读文献题目、
摘要及全文内容后,删除不符合标准或质量较低的文献,最

后纳入 13[4-16] 篇,共 1338 例患者,其中观察组 676 例,对照

组 662 例。

2. 2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
 

(见表 1)

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文献
病例数

T C
年龄

干预措施

T C
干预时间 结局指标

李玉霞[4] 2018 50 50 66. 5±2. 5 65. 8±2. 8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6 个月 ①②③④⑤

陆晓华[5] 2018 78 78 67. 7±6. 5 67. 3±6. 1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3 个月 ①②③④⑤

雷玮[6] 2016 72 72 62. 32±10. 08 61. 10±8. 75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3 个月 ①②③④⑤

吴素琴[7] 2015 78 64 65. 6±5. 4 60. 5±6. 7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3 个月 ①②③④⑤

刘铁妹[8] 2019 40 40 64. 0±11. 7 65. 9±13. 8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6 个月 ①②③④⑤

刘爱玲[9] 2011 42 42 54. 8 55. 4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6 个月 ①②③④⑤

史凌云[10] 2019 56 56 66. 7±3. 26 68. 6±2. 97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12 周 ②④⑤

杜小艳[11] 2020 40 40 55. 3±6. 2 55. 4±6. 3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6 个月 ⑥

陈莉婷[12] 2020 40 40 55. 28±8. 31 53. 32±9. 85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6 个月 ⑥

王翠苹[13] 2012 30 30 58. 89±11. 79 57. 69±10. 82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6 个月 ⑥

房晓[14] 2020 30 30 53. 47±11. 25 51. 32±9. 28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3 个月 ⑥

郭蕊[15] 2019 50 50 55. 52±11. 67 56. 21±11. 82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6 个月 ⑥

陈欣欣[16] 2019 70 70 61. 45±13. 04 62. 05±12. 97 延续护理 常规护理 6 个月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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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T:观察组;C:对照组;①BP:躯体功能;②PF:生理功能;③RP:生理职能;④社会功能;⑤RE:情感职能;⑥锻炼依从性。

2. 3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见表 2)
表 2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研究项目 随机分配 分配隐藏
研究对

象盲法
干预者盲法 不完整数据

选择性

报告偏倚

其他偏

倚来源

李玉霞[4] 2018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陆晓华[5] 2018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雷玮[6] 2016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吴素琴[7] 2015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刘铁妹[8] 2019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刘爱玲[9] 2011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史凌云[10] 2019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杜小艳[11] 2020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陈莉婷[12] 2020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王翠苹[13] 2012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房晓[14] 2020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郭蕊[15] 2019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陈欣欣[16] 2019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2. 4　 Meta 分析结果

2. 4. 1　 延续护理对 TKA 病人躯体功能的影响

纳入 13[4-16] 篇文献中,有 6[4-9] 篇报道了躯体功能得分,

共纳入样本 706 例,其中观察组 360 例,对照组 346 例。 异质

性检验结果显示 I2 = 55%,P = 0. 05,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表明观察组躯体功能高于对照组,延续护理

提高 TKA 病人躯体功能得分,有统计学意义
 

(SMD = 1. 18,
 

95%CI:
 

0. 94~ 1. 42,
 

P<0. 00001),见图 1。

图 1　 躯体功能森林图

2. 4. 2　 延续护理对 TKA 病人生理功能的影响

纳入的 13[4-16] 篇文献中,有 7[4-10] 篇报道了生理功能得

分,共纳入样本 818 例,其中观察组 416 例,对照组 402 例。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I2 = 81%,P < 0. 0001,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观察组生理功能高于对照组,延续

护理能提高 TKA 病人术后生理功能得分,有统计学意义

(SMD = 0. 79,95%CI:0. 45~ 1. 12,P<0. 00001),见图 2。

图 2　 生理功能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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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延续护理对 TKA 病人生理职能的影响

纳入的 13[4-16] 篇文献中,有 6[4-9] 篇报道了生理职能得

分,共纳入样本 706 例,其中观察组 360 例,对照组 346 例。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I2 = 81%,P < 0. 0001,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表明观察组生理职能高于对照组,

延续护理能提高 TKA 病人术后生理职能得分,有统计学意

义
 

(SMD = 0. 85,
 

95%CI:
 

0. 49~ 1. 12,
 

P<0. 00001),图 3。

图 3　 生理职能森林图

2. 4. 4　 延续护理对 TKA 病人社会功能的影响

纳入的 13[4-16] 篇文献中,有 7[4-9] 篇报道了社会功能得

分,共纳入样本 818 例,其中观察组 416 例,对照组 402 例。

异质性检验显示 I2 = 72%,P = 0. 002,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表明观察组社会功能高于对照组,延续护理

能提高 TKA 病人术后社会功能得分,有统计学意义
 

(SMD =

0. 78,95%CI:0. 51~ 1. 05,
 

P<0. 00001),图 4。

图 4　 社会功能森林图

2. 4. 5　 延续护理对 TKA 病人情感职能的影响

纳入的 13[4-16] 篇文献中,有 7[4-9] 篇报道了情感职能得

分,共纳入样本 818 例,其中观察组 416 例,对照组 402 例。

异质性检验显示 I2 = 77%,P = 0. 0003,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

行 Meta 分析。 表明观察组情感职能高于对照组,延续护理

能提高 TKA 病人术后情感职能得分,有统计学意义
 

(SMD =

0. 74,
 

95%CI:
 

0. 44~ 1. 04,
 

P<0. 00001),图 5。

图 5　 情感职能森林图

2. 4. 6　 延续护理对 TKA 病人依从性的影响

纳入的 13[4-16] 篇文献中,有 6[11-16] 篇报道了依从性得

分,共纳入样本 520 例,其中观察组 260 例,对照组 260 例。

异质性检验显示 I2 = 62%,P = 0. 02,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表明观察组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延续护理能

提高 TKA 病人术后依从性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MD =

1. 19,
 

95%CI:
 

1. 07~ 1. 33,
 

P = 0. 002),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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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依从性森林图

3　 讨论
3. 1　 文献质量

  

本次研究共纳入 13[4-16] 篇研究,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均

为一般,大部分文献具体随机方法尚未描述,存在选择性偏

倚;对于未报道分配隐藏的文献可能存在发表偏倚的风险。

3. 2　 延续护理对 TKA 病人生活质量效果分析
  

延续护理可提高 TKA 病人生活质量中的各个维度。
TKA 患者术后需要进行长期功能锻炼,医护人员通过运用不

同形式的延续护理,使出院病人在恢复中享受到无缝隙护

理,提高 TKA 病人的生活质量。

3. 3　 延续护理对 TKA 病人依从性效果分析
  

TKA 病人术后恢复的情况与其康复锻炼的情况呈正相

关,康复锻炼的情况直接影响到恢复效果,但病人回家后依

从性普遍低下,故提高病人康复锻炼的依从性是其恢复的重

要环节。 将延续护理应用于 TKA 患者康复锻炼,进一步督

促病人进行锻炼,提高其依从性,从而实现早日康复。 因此,
延续护理可提高 TKA 病人的锻炼依从性。

3. 4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①本研究检索文献语种较少,仅

检索了中、英文 2 种,使纳入的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不同程

度局限性;②纳入的 13 篇 RCT 文献质量一般,因此有待于高

质量的 RCT 研究进一步证实;③本研究的结局指标合并存

在异质性,进行敏感性分析改变不大,未找到异质性来源。
因此,对于本研究的 Meta 分析结果要谨慎看待,希望未来有

高质量、多样本、多中心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以获得更加可

靠的证据。
  

综上,延续护理是院内到院外护理的延伸,主要包括:病
人后期的疼痛管理、心理疏导、健康教育等。 延续护理不仅

促进了 TKA 患者术后康复,提高依从性,而且也提升了病人

的生活质量。 因此,TKA 患者实施延续护理具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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