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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护理在颈椎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夏晨璐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目的：分析疼痛护理在颈椎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本研究共 86 例观察对象，均为我院 2019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收治的颈椎病患者，按照红绿双色球法进行分组，分为对照组（n=43，常规护理）与研究组（n=43，
疼痛护理）。对比分析两组的护理效果。结果：在 VAS 评分与 PSQI评分上，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疼痛护
理用于颈椎病的效果良好，有利于减轻患者的痛感，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临床可进一步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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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在临床上比较常见，好发于各个年龄段人群，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临床上表现为颈部疼痛、手指发麻以及上

肢无力等症状，给患者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状态造成极大的不

良影响
[1]
。鉴于此，本文将 86 例颈椎病患者为例进行分析，

试探讨疼痛护理对患者的影响，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例数有 86 例，观察时间在 2019.03~2021.03，观察

对象是颈椎病患者，将 86 例患者分为 2 组，各 43 例。对照

组中男女的占比为 24:19；患者年龄区间范围在 32 岁至 74

岁，平均（48.52±5.24）岁；患病时长 3 个月~6 年，平均

（2.34±0.56）年。研究组中男女的占比为 25:18；患者年龄

区间范围在 31 岁至 74 岁，平均（48.63±5.27）岁；患病时

长 4个月~6 年，平均（2.35±0.57）年。通过观察分析发现

两组的各项信息较为一致，P＞0.05。本次研究得到伦理委员

会的审核，且患者及家属知情并主动配合开展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研究组展开疼痛护理：①病情评

估：入院后仔细检查患者的身体状况，结合患者的病情给予

其镇痛、肌肉松弛以及消除神经水肿的药品，并告知患者药

物使用方法。若是患者处于急性发作期，可以给予患者小剂

量皮质类固醇激素进行治疗。②体位护理：做好对患者的健

康宣教，协助患者维持正确的睡姿与坐姿，从而缓解颈椎的

压迫感与疼痛程度。若是患者习惯仰卧姿势，则需要选择较

低的枕头，并且将枕头放在患者的肩颈位置，防止肩颈部位

悬空，从而减轻颈部的承受力，降低颈部的压力。③物理镇

痛：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以及意愿，给予患者合适的物理镇

痛疗法，比如按摩、针灸、推拿、光疗以及电疗等，从而加

快血液流动速度，减轻患者的痛感。④心理干预：疼痛容易

导致患者出现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影响患者治疗的配合

度。故护士需要主动与患者交流，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给

予患者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与安抚，缓解患者的焦虑症状，帮

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 

两组均干预 1 个月。 

1.3 观察指标 

干预 1 个月后，比较两组的疼痛程度与睡眠质量，①疼

痛程度：评估标准参照视觉模拟评分（VAS），总计 0~10 分，

0 分表示无痛，10 分表示剧烈疼痛，分数越高，评定为痛感

越剧烈
[2]
。②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PSQI）

进行评价，量表总计 0~21 分，分数越高，评定为睡眠质量越

差
[2]
。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数据均录入至 Excel 2019 中予以校对，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理。（ sx  ）表示计量资料，百分比

（%）表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而计数资料用卡方

（x2
）检验。P评定检验结果，P＞0.05 提示无统计学差异，P

＜0.05 提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与睡眠质量 

通过统计发现，干预前，在 VAS 评分与 PSQI 评分上，研

究组为（8.52±0.34）分、（12.58±2.34）分，对照组为（8.51

±0.33）分、（12.56±2.33）分，两组差异不大（t1=0.138，

t2=0.040，P1=0.890，P2=0.968）。干预后，研究组的 VAS 评

分与 PSQI 评分分别为（2.15±0.11）分、（7.53±1.02）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3.58±0.47）分、（9.52±1.86）分，对

比差异较大（t1=19.426，t2=6.152，P1=0.000，P2=0.000）。 

3 讨论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

不断增加，导致颈椎病的患病人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颈椎

病在临床上又被称之为颈椎综合征，主要是由于慢性劳损、

颈椎退行性变等所致，颈椎疼痛是其主要症状，给患者的睡

眠质量造成不良影响。疼痛护理强调干预措施的针对性，护

理服务的科学性，护理方案的高效、具体性，能够满足患者

的合理需求，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从而提升护理质

量
[3]
。本次研究发现，干预后，研究组的 VAS 评分与 PSQI 评

分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疼痛护理的效果更佳。分析

原因为：做好情绪疏导可以减少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患者

的治疗信心；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给予适量的镇痛药物处理，

能够减轻患者的痛感；通过针灸、局部按摩等物理疗法进行

镇痛处理，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不适症状，改善患者的睡眠

质量。 

综上所述，疼痛护理用于颈椎病的效果显著，在减轻患

者疼痛程度以及改善睡眠质量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值得

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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