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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随着我国大学生人数的增多棳大学生运动伤害逐步成为高校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暎大学生运动伤

害具有发生率高暍学生预防知识缺乏暍学生自我救助及自我护理能力不高等特点棳将斎斸斾斾旓旑矩阵运用到大学生运

动伤害护理中能有效降低伤害的发生及其带来的不良后果暎

关键词暋大学生椈伤害椈护理椈斎斸斾斾旓旑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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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伤 害 是 一 个 严 重 威 胁 人 群 健 康 的 重 要 公 共 卫

生 问 题 棳涉 及 各 年 龄 阶 段 人 群 棳棿椀 岁 以 下 人 群 是 伤

害 的 主 体 椲棻椵暎 我 国 自 棽棸棸棾 年 起 将 伤 害 纳 入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工 作 的 内 容 棳大 学 生 作 为 一 个 特 殊 青 年 人 群

体 棳是 发 生 伤 害 的 高 危 人 群 椲棽椵棳并 且 已 逐 步 成 为 高

校 重 要 的 公 共 卫 生 问 题 棳其 中 又 以 运 动 伤 害 的 发 生

率 较 高 暎 伤 害 事 件 的 发 生 给 个 人 暍家 庭 暍学 校 暍社 会

各 个 方 面 带 来 消 极 影 响 棳甚 至 导 致 一 部 分 大 学 生 产

生 运 动 伤 害 焦 虑 心 理 椲棾椵暎 研 究 大 学 生 运 动 伤 害 发

生 的 特 点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棳正 确 进 行 自 救 及 护 理 棳对

开 展 大 学 生 运 动 伤 害 的 干 预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暎

棻暋大学生运动伤害的特点

棻灡棻暋伤害发生率高

随 着 接 受 大 学 教 育 的 人 数 急 剧 增 加 棳各 类 活

动 棳如 体 育 运 动 暍文 艺 活 动 暍社 会 实 践 等 校 内 外 活 动

参 加 的 学 生 人 数 日 趋 增 多 棳学 生 运 动 伤 害 的 人 数 也

相 应 增 加 暎 诸 多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棳不 同 时 间 暍不 同 运

动 形 式 暍不 同 地 区 棳运 动 伤 害 的 发 生 率 虽 然 不 同 棳但

均 处 于 较 高 水 平 椲棿椵棳伤 害 发 生 率 男 生 高 于 女 生 椲椀椵暎

运 动 伤 害 面 广 暍量 大 棳必 须 引 起 足 够 的 重 视 暎

棻灡棽暋预防知识缺乏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中 对 学 生 的 安 全 教 育 写 入 教 育

要 求 棳各 学 校 开 展 了 安 全 教 育 方 面 的 活 动 棳如 消 防

教 育 暍防 传 销 教 育 等 暎 但 并 未 将 伤 害 暍安 全 的 知 识

贯 入 整 个 教 学 计 划 棳也 未 提 出 伤 害 预 防 方 面 的 明 确

要 求 棳对 伤 害 的 预 防 重 视 程 度 不 够 棳学 生 伤 害 预 防

知 识 缺 乏 暎 大 多 数 学 生 显 示 出 对 常 见 伤 害 预 防 知

识 的 需 求 椲椂椵暎 预 防 知 识 的 缺 乏 是 导 致 运 动 伤 害 发

生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暎

棻灡棾暋自我救助及自我护理能力不高

伤 害 的 类 型 暍部 位 的 不 同 棳其 现 场 急 救 方 式 和

护 理 措 施 也 不 同 棳具 有 一 定 的 专 业 性 暎 普 通 大 学 生

由 于 缺 乏 相 应 的 针 对 性 训 练 棳很 难 实 施 正 确 的 现 场

急 救 和 恰 当 的 自 我 护 理 暎 大 学 生 的 意 外 伤 害 自 救

与 互 救 技 能 普 遍 欠 缺 棳需 要 通 过 对 大 学 生 进 行 急 救

能 力 培 训 来 提 高 其 急 救 能 力 椲椃椵暎 伤 害 如 果 未 得 到

及 时 处 理 或 处 理 不 当 会 带 来 功 能 受 限 棳甚 至 终 身 残

疾 棳例 如 棳有 些 伤 害 涉 及 人 体 的 关 键 部 位 甚 至 危 及

椄棻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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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暎 因 此 棳必 须 通 过 一 定 的 手 段 提 高 大 学 生 的 自

我 急 救 和 自 我 护 理 能 力 暎 将 斎斸斾斾旓旑 矩 阵 运 用 到

大 学 生 运 动 伤 害 护 理 中 能 有 效 降 低 伤 害 的 发 生 及

其 带 来 的 不 良 后 果 暎

棽暋斎斸斾斾旓旑矩阵

棻椆椃棽 年 棳美 国 国 家 公 路 安 全 局 棬旚旇斿斘斸旚旈旓旑斸旍

斎旈旂旇旝斸旟斢斸旀斿旚旟斅旛旘斿斸旛棭的 公 共 卫 生 和 流 行 病 学

专 家 斪旈旍旍旈斸旐斎斸斾斾旓旑 为 预 防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提 出

斎斸斾斾旓旑 矩 阵 棬斎斸斾斾旓旑斖斸旚旘旈旞棭暎斎斸斾斾旓旑 矩 阵 是

一 个 基 于 伤 害 产 生 原 因 的 框 架 棳并 且 能 够 根 据 矩 阵

处 理 有 关 问 题 椲椄椵暎斪旈旍旍旈斸旐斎斸斾斾旓旑 认 为 伤 害 像 传

染 病 一 样 是 由 宿 主 暍媒 介 和 环 境 相 互 作 用 的 暎斪旈旍灢

旍旈斸旐斎斸斾斾旓旑 在 斒旓旇旑斍旓旘斾旓旑 前 期 对 伤 害 三 要 素

的 病 因 和 预 防 基 础 上 按 照 流 行 病 学 的 三 因 素 棳即 宿

主 棬旇旓旙旚棭暍媒 介 或 者 说 致 病 因 子 棬斸旂斿旑旚棭暍环 境 棬斿旑灢

旜旈旘旓旑旐斿旑旚棳包 括 物 理 环 境 和 社 会 环 境 棭棳将 伤 害 的

发 生 原 因 和 预 防 措 施 概 念 化 棳从 时 间 维 度 分 为 发 生

前 棬旔旘斿灢斿旜斿旑旚棭暍发 生 中 棬斿旜斿旑旚旔旇斸旙斿棭暍发 生 后

棬旔旓旙旚灢斿旜斿旑旚棭棾 个 阶 段
椲椆椵棳针 对 不 同 阶 段 采 取 不 同

的 预 防 暍处 置 策 略 暎棻椆 世 纪 椃棸 年 代 棳斪旈旍旍旈斸旐

斎斸斾斾旓旑 首 次 将 该 矩 阵 用 于 公 路 交 通 安 全 的 预 防 棳

自 那 时 起 棳该 矩 阵 作 为 一 种 工 具 被 广 泛 用 于 伤 害 的

预 防 和 控 制 椲棻棸椵暎

棾暋大学生运动伤害护理程序中斎斸斾斾旓旑矩阵的应

用

棾灡棻暋斎斸斾斾旓旑矩阵与护理程序的结合

斎斸斾斾旓旑 矩 阵 从 流 行 病 学 角 度 简 要 清 晰 地 阐

明 了 伤 害 发 生 和 预 防 的 策 略 暎 基 于 该 矩 阵 棳在 大 学

生 运 动 伤 害 的 护 理 过 程 中 棳与 护 理 程 序 棬包 括 护 理

评 估 暍护 理 诊 断 暍护 理 措 施 等 几 个 阶 段 棭相 结 合 棳能

有 效 地 降 低 大 学 生 运 动 伤 害 所 带 来 的 不 良 后 果 暎

借 鉴 斎斸斾斾旓旑 矩 阵 三 阶 段 暍三 因 素 棳可 将 大 学 生 运

动 伤 害 分 为 伤 害 发 生 前 的 预 防 暍伤 害 中 自 我 救 护 和

急 救 处 理 及 伤 害 后 的 恢 复 棾 个 阶 段 暎 根 据 伤 害 中

的 宿 主 暍媒 介 物 暍环 境 三 因 素 棳对 伤 害 应 急 处 理 的 不

同 阶 段 进 行 分 析 棳找 出 潜 在 的 危 险 因 素 和 不 利 条

件 暎

棾灡棽暋大学生运动伤害的护理评估

护 理 评 估 活 动 贯 穿 在 护 理 活 动 的 全 过 程 棳其 科

学 性 直 接 影 响 对 病 情 的 正 确 判 断 椲棻棻椵暎 根 据 斎斸斾灢

斾旓旑 矩 阵 将 运 动 伤 害 从 发 生 前 暍发 生 中 暍发 生 后 棾

个 时 间 段 从 学 生 本 身 暍媒 介 物 和 所 处 环 境 棾 个 因 素

进 行 评 估 暎 评 估 学 生 的 身 体 素 质 暍运 动 知 识 暍运 动

技 能 暍防 护 措 施 暍急 救 常 识 暍安 全 意 识 暎 媒 介 物 有 物

质 因 素 和 非 物 质 因 素 两 方 面 暎 物 质 因 素 如 场 地 暍运

动 设 备 暍运 动 器 材 等 棳非 物 质 因 素 如 体 育 授 课 教 师

及 文 艺 活 动 组 织 者 的 安 全 意 识 暍授 课 方 式 暍活 动 方

式 等 暎 所 处 环 境 有 校 内 环 境 和 校 外 环 境 暎 校 内 环

境 如 学 校 关 于 体 育 运 动 和 文 艺 活 动 的 规 章 制 度 暍体

育 设 施 的 整 体 情 况 暍可 利 用 的 体 育 场 所 或 场 地 的 数

量 暍学 校 对 体 育 设 施 的 管 理 状 况 椈校 外 环 境 主 要 是

一 些 公 共 场 所 或 体 育 赛 事 的 场 地 暎 评 估 的 目 的 是

要 尽 可 能 找 到 暴 露 因 素 或 危 险 因 素 棳以 及 此 因 素 可

能 导 致 的 后 果 暎 如 学 生 身 体 素 质 较 差 暍身 体 存 在 疾

病 或 生 理 原 因 为 暴 露 因 素 棳不 适 宜 参 加 诸 如 长 跑 暍

跳 跃 运 动 等 一 些 剧 烈 运 动 椈学 生 缺 乏 运 动 知 识 或 技

能 暍没 有 必 要 的 防 护 暍缺 乏 安 全 意 识 等 椈场 地 设 施 不

达 标 或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椈运 动 场 所 管 理 混 乱 等 等 暎 伤

害 发 生 中 棳学 生 缺 乏 自 我 护 理 和 急 救 常 识 椈教 师 缺

乏 现 场 急 救 知 识 椈学 校 或 者 管 理 方 缺 乏 应 用 的 应 急

措 施 等 暎 伤 害 发 生 后 棳学 生 缺 乏 康 复 护 理 知 识 棳导

致 康 复 效 果 不 理 想 甚 至 落 下 残 疾 椈学 校 没 有 给 予 应

有 的 人 文 关 怀 和 心 理 疏 导 椈缺 乏 来 自 社 会 暍家 庭 的

社 会 支 持 等 影 响 学 生 的 心 理 健 康 椈学 校 或 者 管 理 方

没 有 及 时 总 结 事 故 发 生 的 原 因 暍后 果 棳采 取 亡 羊 补

牢 的 措 施 等 暎

护 理 评 估 可 适 当 区 别 医 学 生 和 非 医 学 生 暎 医

学 专 业 的 学 生 棳尤 其 是 高 年 级 学 生 棳掌 握 了 部 分 的

医 学 专 业 知 识 棳熟 悉 一 般 的 医 学 常 识 棳对 自 身 的 身

体 素 质 暍个 体 的 生 理 机 能 做 出 较 为 正 确 的 评 估 棳一

般 伤 害 发 生 能 及 时 实 施 有 一 定 的 急 救 和 自 我 护 理 暎

非 医 学 专 业 的 学 生 一 般 不 具 备 这 些 能 力 暎

棾灡棾暋大学生运动伤害的护理诊断

护 理 诊 断 是 护 理 人 员 为 提 高 护 理 质 量 棳对 患 者

存 在 与 潜 在 的 医 学 问 题 进 行 临 床 判 断 棳明 确 护 理 的

目 标 棳以 此 制 定 护 理 计 划 棳开 展 护 理 活 动 棳以 达 到 预

期 护 理 效 果 所 采 取 的 护 理 措 施 棳是 护 理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一 环 椲棻棽椵暎 护 理 诊 断 更 多 地 在 运 动 伤 害 发 生 中 进

行 暎 了 解 伤 害 的 产 生 原 因 暍过 程 暍部 位 棳尽 量 让 学 生

本 人 描 述 自 己 的 健 康 状 况 棳以 此 判 断 其 意 识 状 态 棳

同 时 进 行 必 要 的 体 格 检 查 棳作 出 初 步 护 理 诊 断 暎 伤

害 发 生 中 的 护 理 诊 断 过 程 中 可 以 使 用 一 些 简 单 的

评 估 工 具 了 解 伤 害 的 诸 如 疼 痛 的 部 位 暍程 度 棳心 功

能 的 分 级 暍呼 吸 功 能 的 分 级 暍肌 张 力 的 分 级 暍是 否 有

恶 心 暍呕 吐 暍咳 嗽 以 及 知 觉 等 暎 护 棬下转第棽棽棾页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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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棽棻椆页棭理 诊 断 对 医 学 生 来 说 棳由 于 其 能 够

较 为 明 确 的 描 述 个 人 受 伤 害 的 情 况 棳与 现 场 急 救 人

员 的 沟 通 更 为 顺 畅 棳便 于 做 出 准 确 的 护 理 诊 断 棳而

对 非 医 学 生 应 尽 量 采 取 通 俗 的 语 言 棳使 学 生 理 解 问

话 的 含 义 棳以 做 出 恰 当 的 回 答 暎

棾灡棿暋大学生运动伤害的护理措施

护 理 评 估 和 护 理 诊 断 的 目 的 都 是 为 了 实 施 恰

当 的 护 理 措 施 棳根 据 护 理 评 估 和 护 理 诊 断 棳选 择 正

确 的 护 理 措 施 棳包 括 伤 害 发 生 中 的 现 场 急 救 护 理 暍

现 场 常 规 护 理 暍心 理 护 理 暍伤 害 发 生 后 的 康 复 护 理

等 暎 如 根 据 大 学 生 运 动 伤 害 的 特 点 棳踝 关 节 和 手 部

受 伤 较 多 棳联 系 关 节 的 解 剖 结 构 和 韧 带 损 伤 的 机

制 棳结 合 损 伤 的 原 因 棳若 踝 关 节 损 伤 能 持 重 站 立 棳可

以 行 走 棳则 伤 势 较 轻 棳若 关 节 活 动 严 重 受 限 棳疼 痛 剧

烈 棳应 怀 疑 踝 关 节 骨 折 可 能 棳简 单 处 理 后 需 立 即 送

医 院 确 诊 暎 如 是 扭 伤 早 期 棳可 用 冰 袋 暍冰 块 冷 敷 棳以

使 血 管 收 缩 凝 血 棳控 制 伤 势 发 展 棳棽棿旇 以 后 棳可 以 局

部 热 敷 棳以 改 善 血 液 循 环 棳促 进 伤 处 肿 胀 及 瘀 血 的

消 散 棳减 轻 疼 痛 暎 不 同 的 损 伤 情 况 采 取 不 同 的 护 理

措 施 暎 对 医 学 生 来 说 急 救 人 员 达 到 时 学 生 自 身 已

采 取 了 一 定 的 护 理 措 施 棳这 时 急 救 人 员 要 对 已 有 措

施 进 行 判 断 暎 如 果 正 确 棳在 原 有 基 础 上 采 取 进 一 步

措 施 棳如 果 错 误 棳及 时 纠 正 棳以 免 造 成 二 次 伤 害 暎

大 学 生 伤 害 的 护 理 程 序 涉 及 面 较 广 棳应 联 合 学

校 多 个 部 门 棳如 后 勤 管 理 暍保 卫 暍物 业 管 理 等 棳根 据

护 理 评 估 中 暴 露 的 危 险 因 素 棳消 除 伤 害 发 生 前 的 隐

患 棳做 好 伤 害 发 生 中 恰 当 及 时 的 急 救 护 理 和 伤 害 发

生 后 康 复 护 理 暎 由 于 大 学 生 运 动 伤 害 护 理 涉 及 不

同 的 运 动 场 所 暍不 同 的 运 动 特 点 暍不 同 的 时 间 棳需 要

多 部 门 团 队 合 作 才 能 使 整 个 护 理 程 序 顺 利 实 施 棳才

能 使 危 险 因 素 尽 量 减 少 棳将 不 良 后 果 尽 量 降 低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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