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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实施康复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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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康复护理干预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康复中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我院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7月期间收
治的 104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按照方法的不同分成干预组和常规组两组进行研究，各 52 例，常规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应用常
规护理方案，干预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应用康复护理方案，对两组患者所用护理方案所取得临床效果作比较。
结果：护理结束后，干预组中出现了 1例并发症（1.9%），常规组中出现了 10例并发症 19.2%，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统计
学处理后得出的结果有差异，p＜0.05；干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6.2%，常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78.8%，经统计学软件
处理后，结果显示有差异，p＜0.05。结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治疗过程中实施康复护理干预，能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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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指腰椎间盘各部分发生退行性改变

后，受外力作用而出现破裂，髓核组织从破裂之处突出于后
方或椎管内，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压迫而产生的相
关病症的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腰部疼痛、下肢麻木、神经
痛等。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而言，他们需要长时间卧床
休息，而长时间的卧床会引发患者机体出现一些不良病症，
进而影响到患者的康复，因此，必须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
干预。有研究表明

[1-2]
，康复护理干预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的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能有效改善患者预后，促进患者的
早日康复。对此，本文特选取我院 104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
者作了相关研究，现将具体研究内容作如下介绍。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用的 104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均出自我院，

患者入选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8 月。所有患者均自
愿签订知情同意书，均接受手术治疗，然后按照护理方案的
不同，将 104 例患者分成干预组和常规组两组。干预组：52
例（男 31 例，女 21 例），年龄区间 38~62 岁，平均（50.25
±0.25）岁；常规组：52 例（男 34 例，女 18 例），年龄区
间 39~64 岁，平均（52.05±0.45）岁。两组患者经临床诊断，
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
基础资料比较，统计结果显示差异不大，p＞0.05。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方案，主要内容有疼痛干预、

心理护理、饮食指导、健康宣教等；干预组患者在前者基础
上应用康复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1.2.1 体位干预 
术后，护士指导患者保持侧卧位与仰卧位，并且保持腰

部持续制动，叮嘱患者不要随意变动体位，在感觉不适时，
要按床头的按钮呼叫医护人员。另外，要叮嘱患者及家属，
同方位的休息不宜超过 2h。 

1.2.2 按摩 
长时间的卧床容易造成患者肢体僵硬、机体血液不会留，

对此，在卧床期间，护士要定期对患者进行腰部、肢体等部
位的按摩。双手握空拳，叮嘱患者腰部放松，用拳背极大腰
部两侧，约 100 次，控制好敲打力度，掌握好敲打节奏；在
肢体按摩时，双手握空拳，在下肢关节部位不停敲打约 200
次，必要时还可以配合摩擦法，促进血液回流。 

1.2.3 运动指导 
术后 2h，询问患者的感受，向患者讲解康复运动操作要

领，争取患者的配合。初期，由于患者不能随意动弹，护士
要协助患者作一些简单的运动，如伸屈手、伸屈腿、翻身等；
在患者病情好转后，可指导患者进行抬腿运动、蹲起运动；
在患者耐受后，可适当增加运动强度，促进患者腰部功能的
恢复。在患者能够自己完成相关运动锻炼后，指导患者作一
些有氧运动，如慢走、爬楼梯、打太极等，在患者运动过程
中，护士要全程陪同，密切关注患者运动过程中的表现，发
现异常要立即终止运动，并多患者做相应的干预。 

1.2.4 生活指导 
叮嘱患者养成健康的生活作息习惯，叮嘱患者多运动，

避免久坐，同时，将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告知患者，
指导患者掌握相应的康复护理知识，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 

1.3 判定指标 
记录患者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并发症，同时以我院自

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进行满意度随访，由患者对本
次护理工作进行满意度评定，分满意和不满意两种。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过程中所有产生的数据均由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处理，统计得出的结果用 t 检验，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过程中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干预组中出现了 1 例并发症（1.9%），常规组中出现了

10 例并发症 19.2%，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统计学处理后得
出的结果有差异，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过程中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并发症（￥） 

干预组 

常规组 

P 

52 

52 

 

1（1.9） 

10（19.2） 

＜0.05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干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6.2%，常规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为 78.8%，经统计学软件处理后，结果显示有差异，p＜
0.05，如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 

干预组 

常规组 

P 

52 

52 

 

50（96.2） 

41（78.8） 

＜0.05 

3.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中一种常见的疾病，一旦出现腰

椎间盘突出，患者的腰腿部就会出现疼痛，严重影响到患者
的健康生活。本次研究选用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均接受手
术治疗，但是手术治疗后，患者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需要
一定的康复期，在这一康复期间，我院对患者实施了康复护
理干预，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康复护理主要是针对患者康复阶段进行针对性地康复指
导的护理，它非常注重患者在恢复期存在的一切可能影响因
素的控制与干预

[3]
。对患者在住院期间进行康复教育和康复

训练指导，可以有效改善患者腰腿功能，降低不良并发症的
发生，改善患者预后

[4]
。通过此次研究发现，康复护理干预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健康起到了促进作用，能有效降低
不良病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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