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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优质护理效果

曹健丽

乌海市海南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乌海　016030

摘　要：目的：探究分析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优质护理效果。方法 时间：2021.1.-2022.12，对象：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共 102 例。

分组：将 102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以及观察组（优质护理）。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疼痛程度以及生活

质量。结果：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优质护理的应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不仅能够促进患者恢复效果的提升，

同时可改善其满意度于生活质量，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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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其主要是由于

患者椎间盘纤维遭受破坏，在此类受损部位之中，患者髓核

出现突出的情况，使其周围脊神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刺激，产

生腰部的疼痛 [1-2]。一般情况下表现为：下肢麻木、疼痛，

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为患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与痛苦。手术

治疗应用于腰椎间盘突出可获得可观的效果，但是难以提升

患者腰背肌力，加上硬膜周围纤维化以及瘢痕组织的影响，

提升了患者出现脊柱不稳定以及粘连的风险，因而需要高质

量的护理措施进行干预 [3-4]。本文将探究分析腰椎间盘突出

患者的优质护理效果，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21.1.-2022.12，对象：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共

102 例。分组：将 102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

对照组患者 51 例，男 28 例，女 23 例，年龄为 28-79 岁，

平均年龄（46.87±2.11）岁，观察组患者 51 例，男 31 例，

女 20 例，年龄为 28-79 岁，平均年龄（45.45±2.79）岁，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P ＞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遵循医嘱以及院内各项相关规章制度，予以患者饮食

指导、运动指导等常规护理措施。

1.2.2 观察组方法

①每日对患者各项身体指标进行严密的监测，及时掌

握其具体身体状况，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优质护理方

案，方案内容由综合护理小组成员依据患者身体数据制定，

方案中具体内容由小组组长以及相关责任医师共同参与补

充与修订，确保综合护理方案的有效性，同时整个护理流程

必要严格按照方案中的内容予以实施，由小组组长负责监

督，确保方案的有效落实，从而提升患者的恢复速率以及恢

复效果。

②予以患者疼痛护理，应用 VAS 评分对患者疼痛程度

进行评定，0-2 分：疼痛能够忍受，活动正常，可为患者播

放舒缓的音乐，或是为其准备感兴趣的书籍，转移其对于疼

痛的注意力，提升其疼痛阈值。3-5 分：疼痛明显，正常活

动受到干扰，指导患者进行缩唇呼吸、腹式呼吸以及呼吸操

等呼吸训练，首先采用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一对一的教学模

式对患者进行指导，过程中加强耐心，确保患者能够掌握各

项训练的核心要领。教学结束后，通过使用小视频、PPT 等

方式，再一次集中多患者进行相关训练的指导工作，加深患

者的记忆，通过持续的呼吸训练缓解疼痛，必要时可结合患

者实际情况提升经静脉自控镇痛按压频率。≥ 6 分：疼痛剧

烈，活动功能受到明显限制，遵循医嘱及时予以患者镇痛药

物，或是静脉滴注镇痛药物辅助镇痛，以 1 次 /h 的频率观

察镇痛效果，6 小时内对患者疼痛程度进行反复的评估，并

对镇痛方案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调整。

③落实对于患者的心理护理，焦虑、烦躁、紧张甚等

负面心理因素，均可对患者造成不良刺激，引发应激反应。

在护理过程中，强化与患者的沟通与交流，有针对性的开导

患者，可例举在腰椎间盘突出术后通过锻炼获得优良恢复效

果的病例，引导其坚持每天的锻炼计划，进一步的帮助患者

消除内心焦虑、焦躁等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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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引导患者落实康复训练，A. 根据患者身体的实际情

况，于术后 1-3 天指导其进行早期的锻炼指导，如：进行

直腿抬高的锻炼，开始时抬起角度可确定为 10°左右，随

着其身体情况的改善，循序渐进的增加其抬腿幅度，每日 3-5

次，锻炼时间控制在 10-15min 左右，避免其出现神经粘连

的情况。B. 术后 1-3 周锻炼内容：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腰

背肌肉锻炼，患者体位取仰卧位，将头部、双手肘部、双脚

根部作为支撑点，以适当的幅度向上微微抬起，锻炼强度由

其身体情况而定，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开始时每日 3-4 次，

每次 10-15min。C. 术后下床锻炼内容方面：当患者具备下

床条件时，对其进行下床锻炼的指导，患者体位取俯卧位，

采用逆向转动身体的方式，将腿部先行放置于病床之下，站

立后对其进行腰围的佩戴，确保其锻炼过程中的安全，同时

对其进行腰部、背部、腿部等部位肌肉锻炼的指导，锻炼其

平衡能力，锻炼强度同样根据其身体情况而定，早期可确定

为每日一次，每次 10-20min。

⑤出院指导方面：在出院前一天由专业的护理人员对

患者进行锻炼的指导，如：腰部、背部、腿部等部位的指导，

同时对其站姿、坐姿、睡姿等姿势进行指导，避免其出现不

良姿势。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以及禁忌事项制作于卡片之

中，于出院时对患者进行发放，确保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3 观察指标

1.3.1 护理满意度：涵盖：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满意 + 基本满意）/ 总例数。

1.3.2 疼痛程度：采用 VAS 评分评定。

1.3.3 生活质量：采用 SF-36 量表评定。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

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 0.05，如下所示：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 [ 例 ,(%)]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51 19 18 14 72.55%

观察组 51 35 15 1 98.04%

χ2 - - - - 13.209

P - - - - 0.001

2.2 两组疼痛程度

护理前两无明显差异，P ＞ 0.05，护理后观察组优于对

照组，P ＜ 0.05，如下所示：

表 2 两组疼痛程度（ sx ±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的 VAS 评分 治疗后的 VAS 评分

对照组 51 （4.65±0.70）分 （2.93±0.38）分

观察组 51 （4.70±0.71）分 （2.41±0.23）分

t - 0.198 5.213

P - 0.886 0.001

2.3 两组生活质量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 0.05，如下所示：

对 照 组 生 理 功 能 评 分 为：（76.46±7.01） 分； 观 察

组生理功能评分为：（84.22±7.89）分；其中 t=11.625，

P=0.001。

对 照 组 心 理 功 能 评 分 为：（74.50±7.27） 分； 观 察

组 心 理 功 能 评 分 为：（79.88±8.01） 分； 其 中 t=7.864，

P=0.001。

对 照 组 社 会 功 能 评 分 为：（76.41±7.80） 分； 观 察

组社会功能评分为：（84.00±8.16）分；其中 t=10.631，

P=0.001。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是常见的骨科疾病，其发病原因可归纳

为：①腰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②长期反复的外力使得其造

成伤害，从而加重退变程度；③遗传因素；④腰姿不正，

突然的负重、受寒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作压力的

不断上升，近年来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呈现上升的趋势。在

骨科疾病中，常见且有效的干预措施就是手术，其往往能

够很快的改善患者患病部位的功能，而术后的护理也同样

重要，采用高质量的护理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康复质

量与康复速率 [5-6]。

优质护理属于综合性的护理模式，以患者为中心，将予

以患者的各项基础护理措施进行全面的升级以及完善，保障

各项护理措施的高质量性，在提升院内整体的护理质量的同

时，最大程度的提升患者的恢复速度 [7-8]。需要为相关护理

人员树立相应的服务理念，要求相关护理人员必须具有人性

化科学的认知，转变以往被动服务的理念，进而予以患者人

性化的护理措施，通过人文关怀以及照护，予以患者开放式

的沟通，使得患者在心理以及精神方面处于相对满足且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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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进而达到最终的护理目标 [9-10]。在本次研究中，观

察组采用了优质护理模式对患者进行干预，相比于对照组，

观察组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的应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不仅

能够促进患者恢复效果的提升，同时可改善其满意度于生活

质量，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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