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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脊柱骨折护理中的效果及满意度分析 
林艳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医院（骨科一病区）  242000 

摘要：目的：研讨在脊柱骨折护理中采取健康教育的护理价值。方法：本次截取 2018.2- 2021.2 作为研究时段，从入院治疗脊
柱骨折患者中选择 100 例纳入实验，抽签分配为教育组及一般组，教育组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干预，一般组应用常规护理，对比：
护理满意度、患者疾病知识掌握度。结果：教育组护理满意度、患者疾病知识掌握度与一般组对比均存在显著对比优势（P＜
0.05）。结论：在脊柱骨折护理中采用健康教育可促进患者提升疾病知识掌握度，使患者提升整体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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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骨折属于临床中较为常见的骨科疾病，此疾病在骨

折中的发生率一般为 5%，脊柱骨折容易产生临床并发症，常

见为脊髓损伤、慢性腰痛、单纯压缩骨折等。健康教育路径

能够通过有计划、有时间为患者积极展开教育的方式，全面

提高健康教育的针对性。本次将针对我院脊柱骨折患者应用

健康教育护理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8.2-2021.2 时间段入院者作为本次研究分析目

标，从该时间入院的脊柱骨折患者中随机选择 100 例，纳入

标准：患者均确诊为脊柱骨折，临床一般资料完整者，排除

标准：患者存在肝肾功能障碍、精神障碍者；为患者进行抽

签式分组，一般组选取患者 25-75 岁为年龄段，平均 42.84

±0.06岁，有男患26例、女患为24例；教育组选取患者25-76

岁为年龄段，平均 42.79±0.12 岁，有男患 27 例、女患为

23 例，对比患者的基础资料，将资料数据通过统计学软件分

析为 P＞0.05，为成立分组。 

1.2 方法 

一般组应用常规护理，为患者实施心理护理、用药管理、

病情监测等。教育组采取健康教育路径：①在患者入院后，

护理人员需要积极接待患者并协助患者利用平卧位，为患者

进行自我介绍、主治医师介绍、预防介绍等。护理人员需要

对患者的病情、心理健康情况进行评估。②入院医嘱执行：

护理人员需要与患者进行积极交流及沟通，并掌握患者产生

的不良情绪，指导患者保持积极的心态，积极面对手术治疗；

③术前：为患者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法及目的介绍，并对手术

结束后注意事项进行了解，协助患者实施术前检测，为患者

进行疾病知识内容讲解，并做好标本送检及备皮。④手术当

天麻醉消失后需要指导患者保持一侧手平放在臀下 30 分钟，

确保手术部位制动，预防产生压疮。⑤术后 24 小时内应为患

者实施踝部屈伸运动指导，并协助患者实施高抬腿训练，结

合患者的恢复情况，为其实施康复训练指导。 

1.3 观察指标 

观察研究标准：为入院者采取满意度问卷调查，患者在

护理服务项目后打“√”分为不满意、满意、很满意，护理

满意度=（总数-不满意数）/总数×100%。通过调查问卷对于

患者的知识掌握进行判断：主要为自我管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等，满分为 100 分，患者得分 85 分为掌握优。 

1.4 统计学方法 

将 SPSS22.0 作为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分析系统，护理满意

度、知识掌握度优将利用 n，%方法表示，卡方对其实施数据

检验，P＜0.05 则统计学数据对比差异大，有意义，P＞0.05

无意义。 

2.结果 

教育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知识掌握度优患者与一般组对

比有明显指标差异（P＜0.05），见表 1所示： 

表 1：教育组、一般组知识掌握度对照（n,%） 

组别 护理满意度 掌握度优 

教育组（n=50） 48（96.00） 49（98.00） 

一般组（n=50） 35（70.00） 32（64.00） 

X
2
 11.9773 18.7784 

P 0.0005 0.0000 

3.讨论 

近几年，伴随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重，其已经成为严重的

社会问题，导致近几年，由于脊柱骨折患者数量逐步增多，

引发社会各界高度重视。脊柱骨折会对患者的生理及心理造

成较大创伤影响，因此，临床早期护理对患者疾病康复具备

重要意义
[1]
。 

临床脊柱骨折护理过程中常规护理无法满足患者的实际

需要，现阶段，如何针对脊柱骨折患者实施有效护理为临床

重点问题。健康教育路径为近几年临床推崇的新型护理办法，

能够提高脊柱骨折患者的护理路径的完整度，健康教育路径

能够以时间作为纵轴，以个性化护理方案作为横轴，有效为

脊柱骨折患者提供系统化服务。同时，对于脊柱骨折患者实

施健康教育，能够针对家属及患者的个体情况，并结合患者

的病情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护理。对于患者的实际情况进

行评估，患者入院后对其基础资料进行收集，并评估患者的

心理健康及身体健康，根据实际结果为患者展开针对性教育，

有效满足患者对于健康教育的需求。同时，在此过程中，护

理人员需要对健康教育的重点及内容进行确定，其中包括护

理操作技术、获取知识、患者的个人情感及心理状态等，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实现护理内容侧重教育，健康教育路径能

够使临床护理差错降低，有效满足实际需求，充分实现以人

为本的思想，全面促进脊柱骨折患者疾病恢复
[2-3]

。 

综述，在脊柱骨折患者中应用健康教育，可提高患者提

升疾病认知及整体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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