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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医护理对颈椎病患者的护理效果 
王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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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就中医护理对颈椎病患者的护理效果予以分析研究。方法：筛选 2020 年 4月至 2021 年 6月收入我院的 52 例颈
椎病患者为目标展开研究，随机分为各 26 例的两组，参照组、实验组分别辅以临床常规护理、中医护理，对比各自护理效果。
结果：对比疼痛评分，实验组头痛、颈痛、上肢麻痛评分水平较参照组更低，指标对比差异均显示出统计学价值（P<0.05）。
结论：中医护理是一种可强化颈椎病患者临床疗效的护理模式，可充分发挥其辅助与协同效应，良好改善患者疼痛程度，推广
价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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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等原因致使颈脊髓、神经

根受压迫，交感神经受到刺激而出现一系列椎间盘功能障碍

的临床综合征，即为颈椎病。伴随长期伏案工作人群以及坐

姿不当人群增多，该病患病率明显增多，且逐渐呈现年轻化

趋势。针对该类患者，除了合理有效的治疗外，配合理想的

护理干预对改善患者疼痛以及预后亦具有重要意义
[1]
。为此，

本文以颈椎病患者为例，通过对比分析方式探究中医护理的

护理价值，详细内容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 2020年 4月至 2021年 6月收入我院的52例颈椎病

患者为目标展开研究，随机分为各 26 例的两组。参照组中包

含 10 例男性、16 例女性，年龄 24～75 岁，平均（50.02±

24.88）岁；实验组中包含 12 例男性、14 例女性，年龄 27～

76 岁，平均（52.03±23.63）岁。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中所

有指标输入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参照组：协助患者取舒适体位，叮嘱其注意休息，帮助

患者改善生活方式、端正体态姿势，并遵医嘱展开相应治疗

等常规护理。 

实验组：（1）情志护理：由于颈椎病病程较长，具有反

复性，病情发作时，患者除了忍受疼痛的折磨，其日常生活

与休息亦会受到影响，为确保患者维持良好的、积极的情志，

需根据其存在的情志因素展开对应干预，通过开导法、情胜

法、转移法等帮助患者改善、排除一切对疾病不利的思想因

素，维持其良好的心态。（2）饮食护理：针对不同体质的患

者展开不同饮食护理，确保维持其营养所需，若其肝肾不足，

则建议多食山楂、何首乌等物，并控制每日食盐的摄入；若

其风寒湿痹，则建议多食羊肉、防风、胡椒等；若其气滞血

瘀，则多食山楂片、黑豆等。（3）穴位按摩护理：取风池、

肩井、天宗、大椎、合谷、外关以及曲池等穴位，运用推搓

揉提等手法对患者进行每日 2 次穴位按摩，按摩时间控制在

20 分钟内。（4）中药熏蒸、热敷护理：取川穹、当归、红

花、桃仁以及独活、威灵仙、乳香等中药材各 10g，浸泡 30min

后用小火煎煮，取其药汁对患者颈部予以每天 1 次熏蒸，时

间为 30 分钟；将浸过药液的毛巾敷于患者颈部，每天 1 次、

每次 20 分钟。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不同护理模式各自护理效果。以视觉模拟评分法为

参照，对两组患者护理后头痛、颈痛、上肢麻痛症状疼痛程

度予以评分，记分值 0~10 分，分值高者其疼痛度越严重。 

1.4 统计学分析 

处理软件选用 SPSS20.0，计数资料检验、表示方式分别

为 x2
、率（%），计量资料检验、表示方式分别为 t、（ sx  ），

P＜0.05 表明指标对比差异显著，符合统计学价值。 

2 结果 

对比疼痛评分，参照组头痛评分为（4.88±1.26）分、

实验组为（1.59±0.95）分，指标水平对比结果为 t=10.631，
P=0.000，指标对比差异显示出统计学价值（P<0.05）；参照

组颈痛评分为（4.25±1.23）分、实验组为（1.63±0.91）

分，指标水平对比结果为 t=8.732，P=0.000，指标对比差异

均显示出统计学价值（P<0.05）；参照组上肢麻痛评分为（4.26

±1.34）分、实验组为（1.71±0.84）分，指标水平对比结

果为 t=8.222，P=0.000，指标对比差异显示出统计学价值

（P<0.05）。 

3 讨论 

颈椎病患者通常伴随颈背疼痛、四肢麻木无力、恶心呕

吐等症状，严重者还会出现视物模糊、心动过速等情况，患

者生理、心理健康以及生活质量严重受限。针对该类患者，

只要及时积极采取物理疗法、运动疗法以及药物治疗等方式，

均可有效控制症状，提升其生活质量
[2-3]

。但由于病情疼痛、反

复发作等因素影响，患者心理压力过重，可出现消极、不配合

治疗等情况，不利于病情恢复，故需积极展开有效的护理。 

我院在针对颈椎病患者治疗工作中辅以了中医护理，结

果获得了理想效果。精神与情绪因素对疾病的治疗与预后有

很大关系，急性病、慢性病均可导致精神情志的变化，而情

志变动又可进一步促进脏腑功能紊乱，故为保障临床疗效并

促进病情恢复，需做好颈椎病患者情志护理，维持其心态平

稳；饮食是维持健康、预防疾病与恢复健康的重要条件，中

医饮食护理通过辩证分型为患者提供针对性饮食干预，可确

保不同体质患者均获得良好营养，加速病情恢复；穴位按摩、

中药熏蒸是中医特色疗法，通过相应穴位按摩，可对其形成

刺激，激发经络之气，以达到通经活络、调整机体技能的效

果，熏蒸则是通过对皮肤形成热效应，行气活血，促进血液

循环与淋巴循环，以放松肌肉、舒经活络、消除疲劳
[4-5]

。各

种有效中医护理措施干预下，患者疼痛改善效果更佳。 

综上，中医护理是一种可强化颈椎病患者临床疗效的护

理模式，可充分发挥其辅助与协同效应，良好改善患者疼痛

程度，推广价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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