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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延续护理服务在颈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覃琳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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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新冠疫情下延续护理服务在颈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1 月我院收治
的 64 例颈髓损伤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则接受延续性护理干预。结果：与对照组比，研究
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P＜0.05）；与对照组比，研究组的各观察指标更优（P＜0.05）。结论：新冠疫情下对颈髓损伤患者
开展延续护理干预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其预后效果，优化各项指标，护理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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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髓损伤疾病普遍比较严重，在及时有效的临床治疗基

础上加入大量的恢复性锻炼可以增强临床治疗效果，因此，
延续护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延续护理的应用可以增强护理
服务的针对性，促进患者的康复，改善预后情况，提高满意
度

［1］
。本文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延续护理服务在颈髓损伤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 64 例颈髓损

伤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其中对照组 32 例，男 20 例，女 12
例，年龄为：18-65 岁,平均为：（41.5±1.0）  岁；研究
组 32 例，男 21 例,女 11 例，年龄为：17-65 岁,平均为：
（41.0±1.1）  岁。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其主要包括：常规出院

宣教、电话随访等多种护理干预。 
1.2.2 研究组：延续性护理干预，其内容为：（1）出院

前护理干预。建立延续性护理小组，其主要是由多名科室护
士组成，其负责出院前宣教工作、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工作；
针对每个患者建立包含姓名、性别、年龄、联系方式等完整
的个人档案；出院前，将导尿注意事项、排便功能训练、肌
力训练等相关知识详细讲解给患者及家属，并提供相应的护
理、心理咨询等方面的干预，提高出院后护理的质量。（2）
出院后护理。结合新冠疫情具体情况，开展为期半年的康复
训练，出院后通过线上方式对患者进行随访，真实掌握患者
每个阶段的心理、生理、并发症等具体情况，并依据具体情
况调整护理方案。其内容为：①肌力训练：首先，依据患者
恢复情况指导其开展跟腱、内收肌和腘绳肌等部位的牵张活
动，开展牵张训练可以有效避免或缓解脊髓损伤患者出现的
肌肉痉挛症状；病情较严重的患者则应该指导其进行手指抓
捏训练，提高肌力，避免出现肌肉萎缩情况。②轮椅训练：
首先，患者应该了解并掌握轮椅的控制，增强其生活自理能
力，改善预后情况。③排便训练：明确大便情况后，护士应
该指导家属戴上手套，并涂上润滑油，手指插入直肠轻柔地
进行环形运动，顺时针对直肠壁进行刺激，时长为 30-60 秒，
直至直肠内的大便排空为止；每日早饭后，指导患者按顺时
针沿结肠方向对腹部进行按摩，时长为 20 分钟，手法力度不
断变化。④膀胱功能训练：利用扳机点排尿以、盆底肌训练
等方法加快膀胱功能的恢复；另外，需要对患者开展尿培养
工作，制定合理的饮水方案，降低尿道感染等不良症状的发
生率，指导并监督患者开展膀胱功能训练。 

1.3 观察指标 
1.3.1 对比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1.3.2 对比临床各项观察指标的变化情况，其中包括：

膀胱直肠功能恢复、肌力恢复等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SPSS22.0 分析，其中计数时用 X

2
（%）检验，计

量时用 t检测（ sx  ）检验， P＜0.05 时，差异显著。 

2 结果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P＜0.05），

见表 1。 
表 1  并发症（例，%） 

组别 例数 疼痛 压疮 便秘 肺部感染 发生率

对照组 32 5 4 5 3 53.1%

研究组 32 2 1 1 0 12.5%

X
2
 / 4.036 4.039 4.048 4.033 4.045

P / ＜0.05 ＜0.05 ＜0.05 ＜0.05 ＜0.05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的各观察指标更优（P＜0.05），见
表 2。 

表 2观察指标（例，%） 

组别 例数 膀胱直肠功能恢复 肌力恢复 

对照组 32 6（18.8） 7（21.9） 

研究组 32 20（62.5） 25（78.1） 

X
2
 / 4.145 4.189 

P / ＜0.05 ＜0.05 

3 讨论 
延续护理作为由医院延续至家庭的护理服务工作，其符

合新冠疫情环境下的要求，其可以在保障护理质量的前提下
减轻患者的负担。同时，此护理方式极大的改善了颈髓损伤
患者的预后情况

［2］
。 

由研究表明，与对照组比，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
（P＜0.05），且与对照组比，研究组的各观察指标更优（P
＜0.05），说明延续护理干预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促
进患者机体功能的恢复。主要是因为：延续护理将医疗服务
由院内扩展至家庭，能够有效避免护理服务工作的脱节，有
效解决了患者出院后护理质量低的问题

［3］
。同时，增加了患

者对护士的信任感、依赖感，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安
全性较高。通过各方面的训练增强了自我护理能力、心理素
质，进而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改善预后情况

［4］
。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下对颈髓损伤患者开展延续护理干
预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其预后效果，优化各
项指标，护理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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