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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健康宣教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应用与效果评价

徐桂香

马鞍山十七冶医院　安徽马鞍山　243000

摘　要：目的 探讨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应用多元化健康宣教方式对其治疗依从性、复发率以及不良情绪的影响。方

法 选取 2022 年 3 月 ~2024 年 6 月收治的 70 例腰间盘突出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2 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

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应用多元化健康宣教。对比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复发率以及不良情绪的影响。结果 观察组治疗依

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 SDS、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护理中，通过多元化健康宣教的实施，可以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降低其复发率，有效改

善患者的不良情绪，能起到较好的护理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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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危害病

人身心健康。由于本病容易反复发作，治疗时间长，患者受

到疼痛等各因素的影响，让患者心理承受极大的负担，极易

导致明显的负性情绪出现，如焦虑、抑郁等 [1]。在为患者治

疗期间需采取护理措施进行干预，通过语言教育方法、文字

教育方法、多媒体教育方法、形象教育方法等多元化宣教方

式，以保证患者能够配合治疗。本研究就收治的 70 例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多元化健康宣教对

腰椎间盘突出术后焦虑抑郁与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3 月 ~2024 年 6 月收治的患者 70 例腰椎间

盘突出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方式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每组 35 例，观察组 35 例患者中，男性 21 例，女性 14 例，

年龄（26~77 岁），平均年龄 49.36±2.54；对照组 35 例患

者中，男性 19 例，女性 16 例，年龄（23~75 岁），平均年

龄 49.42±2.41，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基线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1）年龄≥ 18 周岁；（2）符合第 3 版《外

科学》[2] 中腰椎间盘突出有关诊断，且经 X 线等检查确诊；

（3）均伴有腰痛、活动受限等症状；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4）有一定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5）知情同意，愿意参

加本研究。

排除标准：（1）资料缺失者；（2）存在结核、腰椎

骨折疾病等情况存在者；（3）研究过程中主动退出。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均为其开展腰椎间盘突出症相关

治疗。对照组患者采取骨科疾病常规护理。

1.3.2 观察组 

观察组则采用多元化健康宣教：

（1）成立多元化健康宣教护理小组。在医院中选择经

验丰富的营养师、理疗师、护理人员及医师作为小组的成员，

在开展护理工作前，首先组织小组成员参与培训，培训后对

其护理节能掌握情况进行考核，通过考核后参与护理工作。

（2）患者情况评估。在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应当统

计患者的各方面资料，根据患者的情况，为其制定科学、合

理的健康宣教方案。

（3）开展小组宣教。组织患者参与医院的小组宣教中，

每组人数不超过 6 人，组织患者以及其家属参与，安排护理

人员对其进行统一的理论宣教。护理人员可利用多媒体技

术，向患者及其家属作疾病的知识讲解，同时为患者及家属

沟通选择的治疗方法，并向其介绍在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不

良反应，为其讲解自主护理要点。

（4）一对一宣教。对于无法参加小组宣教或宣教效果

不佳的患者，护理人员还应当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针对性

地为患者提供相应的健康指导。在一对一的宣教之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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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患者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或是采取电话联系等方式，为患者

普及健康知识。

（5） 开展健康教育主题的专题讲座。在患者住

院期间，护理人员应当组织患者参与到专题讲座，在讲座中，

介绍疾病知识。

（6） 网络宣教。可以利用信息时代的优势，通

过 QQ、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知识

发布在网络平台，使患者随时随地都能了解疾病知识。

1.4 评价指标

1.4.1 比较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分

为依从性好、依从性一般、依从性差。依从性好 + 依从性

一般均统计为治疗依从。

1.4.2 比较两组患者出院后 30d、60d 的疾病复发情况。

1.4.3 焦 虑 自 评 量 表（Self-kating Anxiety scale,SAS），

包含 20 个条目，采用 4 级计分，把 20 个条目相加乘以 1.25，

取整数部分即得到标准分，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为

中度焦虑，7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1.4.4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共 20 项，反映抑郁状态的四组特异性症状，精神性 - 情感

症状、躯体性障碍、神经运动性障碍、抑郁的心理障碍，采

用 4 级评分方法，把 20 个条目相加乘以 1.25，取整数部分

即得到标准分，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为中度抑郁，

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3]。

1.5 统计学方法

两组对比数据用 SPSS18.0 软件分析、处理，用 t 检验

计 量 资 料（n，±s）， 用 x2χ 检 验 计 数 资 料（%）， 当

P<0.05 时，表示统计学研究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

观察组的治疗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n，%）

组别 例数 依从性好 依从性一般 依从性差 治疗依从

观察组 35 17（48.57） 15（42.86） 3（8.57） 32（91.43）

对照组 35 11（31.43） 13（37.14） 9（25.71） 24（68.57）

x2 - 2.143 0.238 5.714 5.714

P - 0.143 0.626 0.017 0.017

2.2 两组复发率对比

观察组在出院后 30d 与 60d 的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性，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复发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出院后 30d 出院后 60d

观察组 35 0（0.00） 2（5.71）

对照组 35 4（11.43） 7（20.00）

F 4.415

P 0.037

2.3 两者患者护理后的 SDS、SAS 评分比较

数据表明观察组护理后的 SDS、S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 SDS、SAS 评分发生率对比（分，±s）

组别 例数 SDS SAS

观察组 35 49.29±4.62 50.09±3.34

对照组 35 57.73±5.35 58.19±4.92

t - 7.064 8.058

P - 0.000 0.000

3 讨论

3.1 实施多元化健康宣教可以提高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治疗依从性

本研究通过自拟的调查问卷对患者依从性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干预前后患者服药依从性、生活方式依从性均高

于护理前，证明通过多元化健康宣教可以提高患者依从性，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3.2 多元化健康宣教可以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

腰椎间盘造成情绪不良的原因：与疾病本身原因造成

活动受影响，与外界接触减少；再次患者缺乏对疾病的了解，

一旦出现不适，就可能怀疑临床疗效，出现负面情绪 [4]。本

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后的 SDS、S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P<0.05）。说明多元化宣教能有效改善患者不良

情绪。

3.3 多元化健康宣教可以降低患者疾病的复发率

患者腰椎间盘具有复作率高的特点，若出院后不良的

生活习惯会导致反复发作 [5]，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在

出院后 30d 与 60d 的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同时通过出院

随访，进行健康宣教，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避免或减少腰

椎间盘发作。

4 小结

综上所述，对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中实施多元化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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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能够减轻患者焦虑、抑郁的负面情绪，提高治疗的依从

性，降低疾病的复发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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