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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疗法护理对颈椎病患者的康复效果及机制探究 

陈小梅  聂丽萍 

（上高县人民医院  江西宜春  336400） 

【摘  要】目的：研究舒适护理对颈椎病牵引患者康复的影响。方法：选择了本医院收治的62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

31例接受常规护理，31例接受舒适护理，并进行了比较。结果：舒适护理组与对照组在治疗效果方面有显著差异（P<0.05）。

两组的平均住院天数分别为舒适护理组的（40.56±1.52）天和对照组的（46.39±3.23）天，两组比较结果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对于颈椎病患者实施舒适护理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缩短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具有明

显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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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raction therapy nursing on cervical spondylo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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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mfort care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Sixty-two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these，31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31 received comfort care，and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reatment effect between the comfort car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P <0.05）. The mean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 in the two 

groups were（40.56 ± 1.52）in the comfort care group and（46.39 ± 3.23）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Conclusion：Comfortabl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shorten the average hospital days of patients，and have obvious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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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牵引疗法是一种常用于颈椎病患者康复的物理治疗方

法，其通过外力拉伸颈部，以达到减轻疼痛、改善颈椎功能、

促进颈部肌肉松解等效果。本文旨在探讨牵引疗法护理对颈

椎病患者康复效果及机制，为临床提供更专业的指导和建

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收集了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间本院收治

的 62 例颈椎病牵引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其中男性 16 名，

女性 15 名，患者年龄范围为 33-67 岁（平均 39.52±12.91

岁），病程范围为 1-10 年（平均 4.23±1.02 年）。研究对象

共 31 名，其中 17 名男性，14 名女性，年龄范围从 35 到 66

岁（平均 40.22±13.21 岁），病程为 1.5-10 年（平均 4.36±

1.11 年）。这两组在性别、年龄和病程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可以用于比较分析。 

1.2 方法 

对照组 31 例采用常规护理，包括告知病因、治疗目的

以及观察治疗过程中的生命体征。另外 31 例患者则接受舒

适护理，要为患者创造良好的牵引环境，调整房间的温湿度、

光线的控制、定时通风、降低噪声、保持干净等。在治疗室

还应该安装有冷暖装置，此外，护士们的着装和行为也是重

点，需要穿着整齐，动作要轻柔，对病人表示尊敬，以保证

牵引的顺利进行。同时，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并进行健康

教育，增强他们的临床依从性。监控疾病状态，综合考虑引

流的要求，保证引流通畅，协助病人选择合适的引流位置，

防止呼吸道畅通，预防肺部感染等并发症。 

1.3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肌肉力量、四肢运动和颈部活动

情况。治愈标准为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肌肉力量恢复、四肢

运动和颈部活动正常；缓解标准为临床症状得到缓解、肩、

颈、背疼痛有所改善；无法满足以上条件视为无效。同时观

察两组患者的住院天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计量资料采用平

均值（ sx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来

表达，采用 2x 检验，如果 P < 0.05，则认为有统计学上的差

异。 

2.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临床总有效率研究组高于对照

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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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31 16（51.61） 14（45.16） 1（3.25） 30（96.77） 

对照组 31 13（41.94） 12（35.48） 7（22.58） 24（77.42） 

 2x  - - - - - 

P - - - - - 

2.2 两组住院时间对比 

研究组住院时间为（40.56±1.52）天，对照组住院时间

为（46.39±3.23）天，研究组住院时间比对照组短，差异显

著（P＜0.05）。 

3 讨论 

3.1 牵引疗法对颈椎病患者的康复效果 

3.1.1 疼痛缓解：牵引疗法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

在减轻颈椎病患者疼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颈椎病是一种

常见的颈部疾病，常常伴随疼痛、僵硬和不适感，给患者的

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借助牵引疗法，可以缓解颈椎病

患者的疼痛，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牵引疗法通过调整

颈部结构，如通过适当的牵引力实现颈椎的适当位置调整，

在缓解颈椎病患者疼痛方面具有积极的效果。这一过程中，

牵引疗法还能够减轻颈椎的压力，促进颈部周围软组织的松

解，从而有效地缓解疼痛症状。另外，牵引疗法也有助于促

进颈椎间盘的营养物质循环，有利于维持颈椎组织的健康状

态，防止疾病进一步恶化。 

此外，牵引疗法在治疗过程中通常结合其他物理疗法和

康复训练，如热敷、理疗、功能锻炼等，以达到更全面、综

合的疗效。透过与其他治疗方式的结合，可以加强治疗效果，

促进颈部功能的恢复和改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

同类型的颈椎病，牵引疗法的适用程度会有所差异。因此，

在接受牵引疗法之前，患者应接受专业医生的评估和明确的

诊断，以确定是否适合进行牵引疗法。此外，严格的治疗计

划、专业的操作技术和详细的治疗记录也是确保牵引疗法安

全有效的重要因素。 

3.1.2 改善颈椎功能：牵引疗法是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

通过施加外力来改善颈部姿势、促进颈椎生理曲度的恢复以

及提升颈椎的活动度和柔韧性。这种治疗方法具有显著的益

处，可以有效增强颈部功能，减少颈椎病症状的发作频率。

长时间处于不正确的坐姿或者使用电子设备时，颈部姿势可

能会受到影响，导致颈椎受到不正常的压力。恶劣的姿势会

增加颈部肌肉和软组织的紧张，进而使得颈椎的正常生理曲

度遭受扭曲和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理的牵引疗法进

行治疗，可以逐步调整颈椎的生理曲度，消除姿势不良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减轻颈部疼痛和不适感。 

颈椎生理曲度是指人体颈椎正常生理状态下呈现的一

种弧形弯曲，它对维持颈部健康至关重要。然而，由于颈部

姿势不良、长时间固定姿势或者损伤等原因，颈椎生理曲度

可能遭到破坏和扭曲。通过牵引疗法，可以有效地重塑和纠

正颈椎的生理曲度，使其回归至正常状态，从而减少颈椎相

关的不适症状，提高颈部的舒适度和功能。此外，牵引疗法

还可以改善颈椎的活动度和柔韧性。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工

作习惯的影响，很多人长期处于缺乏运动或者重复性动作的

状态，导致颈部肌肉僵硬和活动度下降。而牵引疗法可以帮

助放松颈部肌肉，扩展颈椎关节的活动范围，增加颈部的柔

韧性，从而改善颈椎的活动度，有助于预防和减轻颈椎病的

发生。 

总之，通过适当的牵引疗法，可以有效增强颈部功能，

减少颈椎病症状的发作频率。该疗法纠正颈部姿势、恢复颈

椎生理曲度，改善颈椎的活动度和柔韧性，在一定程度上为

保护颈部健康、预防颈椎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虽然牵引疗

法在治疗过程中需要谨慎操作和专业指导，但在医生的指导

下，该治疗方法将为患者带来长期的益处，提高生活质量，

值得密切关注和积极应用。 

3.1.3 促进颈部肌肉松解：牵引疗法是一种通过外力拉

伸患者的颈部和周围肌肉，从而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肌肉紧

张和改善颈椎病症状的治疗方法。颈椎病在现代社会中已成

为一种常见疾病，常见的症状包括颈部僵硬、疼痛、局部肌

肉紧张等，并且会对患者的工作和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在

这种情况下，牵引疗法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治疗手段，逐渐受

到人们的关注与应用。牵引疗法可以促进颈部及周围肌肉的

血液循环。通过适当的牵拉，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

物质和氧气供应，促进废物代谢，减少因缺血、缺氧而引起

的炎症反应，有利于疼痛和肌肉紧张症状的缓解。其次，牵

引疗法还有助于舒缓颈椎病患者因僵硬、疼痛引起的肌肉紧

张。通过适度的外力拉伸，可以减轻颈部肌肉的压力，提高

肌肉的弹性，从而缓解疼痛和紧张感。此外，牵引疗法还有

助于颈部肌肉的松解，进而改善患者的症状。在进行牵引疗

法之前，医师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并了解其病

史和症状。以确保牵引疗法的施行符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并

避免可能的并发症。同时，牵引疗法的施行需要在专业医务

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操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总的来说，通过牵引疗法可以达到促进颈部及周围肌肉

的血液循环，舒缓颈椎病患者因僵硬、疼痛引起的肌肉紧张，

有利于颈部肌肉的松解，进而改善症状的目的。然而，需要

注意的是，牵引疗法并非适用于所有颈椎病患者，患者应根

据医生的建议，在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相应治疗，以

获取更好的康复效果。 

3.2 牵引疗法对颈椎病患者的康复机制策略 

3.2.1 生理学机制：牵引疗法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

方法，在颈椎疾病的康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疗法通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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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适度的牵引力，可以拉长颈部软组织，包括韧带、肌肉和

筋膜，从而达到减轻颈椎关节压力的效果。这种牵引作用有

助于纠正颈椎的姿势错位，缓解椎间盘压力，改善颈椎关节

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为颈椎问题的康复创造有利条件。除此

之外，牵引疗法还可以对颈椎关节进行滑膜润滑和营养代谢

等生理机制方面产生积极影响。通过适当的牵引，可以使颈

椎关节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促进营养物质的输送，有助于

调节关节滑膜内滑液的产生和分泌，改善关节润滑作用。这

对于改善颈椎关节退行性变、预防关节炎等疾病具有一定的

保护作用。在牵引疗法的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通常会根据

患者的具体病情和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牵引方案，以确

保疗效 大化并避免不良反应。同时，结合牵引疗法的康复

程序中可能还包括其他物理疗法、运动疗法等辅助措施，以

综合促进颈椎功能的恢复和康复。 

总的来说，牵引疗法对于促进颈椎的康复具有多方面的

益处，包括但不限于拉长软组织、减轻关节压力，改善滑膜

润滑、营养代谢等生理机制。然而，在接受牵引治疗时，患

者需在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并在治疗过程中密切监

测自身的反应，以确保治疗效果的 大化并 大限度地降低

风险。 

3.2.2 神经生理学机制：牵引疗法是一种应用于颈椎病

治疗的非侵入性治疗方法，通过适当的牵引力作用于患者颈

部，可以有效减轻颈椎病患者神经根受压的症状，改善神经

传导功能，并帮助减轻神经根症状，对促进颈椎病患者康复

具有重要的作用。牵引疗法通过施加适度的牵引力，有助于

减轻颈椎间盘压力，减少椎间盘突出物对神经根的压迫，从

而缓解神经根受压所导致的疼痛、麻木等症状。该疗法还可

通过改善颈椎的生理功能，帮助恢复颈部神经根的正常生理

状态，从而逐步减轻症状，有利于患者恢复健康。此外，通

过持续进行牵引疗法，还可以促进颈椎局部软组织的伸展和

放松，有助于恢复颈部的正常生理弯曲曲度，减少颈椎的畸

形，从而提高患者颈椎的稳定性，降低颈椎病复发风险，为

患者的长期康复打下良好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牵引

疗法对颈椎病患者的康复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应用过程中仍

需个体化评估和科学指导，以确保施行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因此，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医生应充分考虑患者的病情

状况、身体状况和治疗需求，结合其他治疗手段，制定全面

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以达到 佳的治疗效果。 

总之，牵引疗法作为一种重要的非侵入性治疗手段，对

于减轻颈椎病患者的神经根受压、改善神经传导功能以及缓

解神经根症状具有显著的疗效，对促进患者的康复具有积极

的作用，但在治疗过程中需科学合理地施行，并与其他治疗

手段相结合，以期取得 佳疗效。 

3.2.3 心理社会机制：牵引疗法是一种常用于治疗骨科

疾病和损伤的物理治疗手段，通过应用外部力量拉伸骨骼、

肌肉或关节，以帮助康复和减轻疼痛。理解并正确认识牵引

疗法对医护人员和患者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对于医护人

员而言，深刻理解牵引疗法的原理和适应症，有助于明确治

疗目标和方法，提高治疗效果。其次，医护人员需要具备良

好的沟通与引导能力，以便向患者清晰解释疗法过程和预期

效果，从而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引导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在实施牵引疗法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应当重视与患者的沟通

与引导，以确保患者全面了解治疗过程的目的、可能的不适

感和术后注意事项等信息。此外，医护人员还应耐心倾听患

者的疑虑和担忧，及时解答疑问，消除患者的顾虑，从而建

立起医患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良好的沟通与引导不仅可

以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信心，更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治疗

观念，更积极地配合治疗和术后康复计划。 

此外，医护人员在与患者沟通与引导的过程中，还需充

分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和心理状态。因为每位患者的痛苦和

康复需求都是不同的，医护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灵活调整沟通方式，以及通过耐心的关怀和指导，让患者感

到被重视和理解，从而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过程。通过这样

的专业沟通与引导，患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治疗的益处，增

强对治疗方案的信心，并愿意更积极地参与治疗。这将 终

达到提高治疗效果的目的，使患者能够更好地恢复健康，提

高生活质量，为医患双方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促进健康的

全面发展。因此，医护人员在进行牵引疗法治疗时，应不停

地加强自身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不断提高沟通与引导患

者的能力，以实现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治疗效果。同时，患者

也应主动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积极参与康复过程，相信医

护人员的专业建议，只有通过医患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更好

地促进康复，重塑健康人生。 

总结： 

综上所述，牵引疗法护理对颈椎病患者的康复效果显

著，其康复机制包括生理学、神经生理学和心理社会等多方

面因素。在临床实践中，应根据个体差异和具体病情，科学

合理地运用牵引疗法，并结合其他康复手段，以期取得更好

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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