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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护理中运用康复护理后的效果分析

张飞洪

文山市人民医院　663099

〔摘　要〕 目的　探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护理中运用康复护理后的效果。方法　收集本院 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5 月

期间接收的 112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依据情况需求分为传统组与康复组各 56 例，传统组运用常规护理，康复组运用康复护理，

分析各组处理后患者疼痛评分、腰椎间盘功能评分情况。结果　康复组在术后 6 周的 VAS 评分上，康复组明显少于传统组（p
＜ 0.05）；康复组在术后 6 周的腰椎间盘功能评分上，康复组明显高于传统组（p ＜ 0.05）。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护理

中运用康复护理，可以有效的减少患者疼痛程度，同时有效的提升其腰椎间盘功能水平，整体恢复情况更好。

〔关键词〕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护理；效果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165（2024）01-113-02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护理中，因为康复护理注重个性

化护理计划、综合治疗方法、功能训练、疼痛管理和教育宣

教等方面的综合应用，以满足患者的康复需求，提供更精准

和全面的护理支持。由此康复护理相比常规护理在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的护理中可以更好地减少疼痛感、提升腰椎间盘

功能和改善整体状况。本文采集 112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分析运用康复护理后的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本院 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接收的 112 例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依据情况需求分为传统组与康复组各

56 例，传统组中，男：女 =34：21；年龄从 21 ～ 62 岁，平

均（45.29±4.71）岁；康复组中，男：女 =32：25；年龄从

22～ 65岁，平均（44.87±4.43）岁；两组患者在基本年龄、

性别与病情等信息上没有明显差异，有对比研究意义。

1.2 方法

传统组运用常规护理，康复组运用康复护理，具体如下：

（1）评估和监测：护士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疼

痛程度、神经功能、肌力和活动能力等方面的评估。同时，

护士还需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和康复进展。（2）疼痛管理：

护士需要根据患者的疼痛程度和个体差异，制定合理的疼痛

管理方案。这可能包括使用药物治疗、物理疗法（如热敷、

冷敷、电疗等）和心理支持等。（3）功能训练：护士需要根

据患者的康复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功能训练计划。这可能包

括肌力训练、平衡训练、柔韧性训练和日常生活技能训练等。

（4）活动指导：护士需要向患者提供正确的姿势和体位指导，

以减少腰椎间盘的压力和损伤。同时，护士还需教育患者正

确的体力活动和运动方式，以促进康复和预防复发。（5）心

理支持：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常常伴有焦虑、抑郁和睡眠障

碍等心理问题。护士需要提供情绪支持和心理教育，帮助患

者应对心理困扰，提高康复效果。（6）家庭指导：护士需要

向患者的家人提供相关的护理指导，包括正确的护理技巧、

康复训练方法和病情观察等。这有助于家人更好地支持患者

的康复过程。（7）防止并发症：护士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

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的并发症，如感染、深静脉血栓形成等。

（8）康复设备的使用：护士需要指导患者正确使用康复设备，

如腰托、腰带、支具等，以提供支撑和稳定，减轻腰椎间盘

的压力。（9）教育和宣教：护士需要向患者提供相关的健康

教育和宣教，包括腰椎保护知识、正确的姿势和体位、合理

的体力活动和运动方式等，以帮助患者预防复发和促进康复。

（10）康复计划的制定和调整：护士需要与康复团队合作，

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并根据患者的康复进展和病情变化，

及时调整康复计划，以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11）定期复

诊和随访：护士需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定

期进行复诊和随访，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和需求，及时解答

疑问和提供支持。（12）社会支持和资源安排：护士可以协

助患者寻找社会支持和康复资源，如康复中心、物理治疗师、

心理咨询师等，以提供全方位的康复护理。

1.3 评估观察

分析各组处理后患者疼痛评分、腰椎间盘功能评分情况。

疼痛评分主要运用 VAS 评分，评分越低情况越好。腰椎间盘

功能主要运用 JOA 量表评分，评分越高情况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运用spss22.0软件处理，计数n(%)表示，χ2 检验，

计量（χ±s）表示，t检验，P<0.05 为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患者 VAS 评分情况

见表 1，康复组在术后 6周的 VAS 评分上，康复组明显少

于传统组（p＜ 0.05）。

表 1　各组患者 VAS 评分结果（χ±s，分）

分组 术后 1周 术后 3周 术后 6周

康复组 5.28±0.98 4.57±1.28 2.67±1.49*

传统组 5.34±1.17 4.92±1.45 4.51±1.75

注：两组对比，*p ＜ 0.05

2.2 各组患者腰椎间盘功能评分情况

见表 2，康复组在术后 6周的腰椎间盘功能评分上，康复

组明显高于传统组（p＜ 0.05）。

表 2　各组患者腰椎间盘功能评分结果（χ±s，分）

分组 术后 1周 术后 3周 术后 6周

康复组 10.54±2.47 11.43±4.52 17.85±3.52*

传统组 10.38±3.56 11.58±4.71 13.04±4.25

注：两组对比，*p ＜ 0.05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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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 (χ±s，分 )
组别 例数 护理操作步骤 护理服务态度 病房环境 健康教育 康复锻炼的效果

观察组 60 88.34±5.27 92.15±4.12 89.55±5.11 91.44±5.43 90.37±4.19

对照组 60 70.49±3.62 74.33±2.18 73.18±4.41 75.22±4.21 78.55±3.34

t -- 21.625 29.613 18.785 18.285 17.08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60 57 3 0 60（100.00）

对照组 60 50 4 6 54（90.00）

χ2 -- -- -- -- 6.315

P -- -- -- -- 0.011

3　讨论

骨科患者常常因骨科创伤而就医，且还伴有剧烈疼痛，

同时也面临康复周期较长的挑战。在治疗期间，这些患者常

常感到焦虑和烦躁，情绪较为负面。因此，骨科病房的护理

服务变得更加复杂，极易出现患者对护理服务不满的情况。

为了提高骨科护理质量并增加患者满意度，应更加重视骨科

护理服务，并将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融入其中 [1]。

人性化护理在骨科病房中对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有着

显著的影响效果。首先，人性化护理可以提高护理质量。人性

化护理注重关注患者的需求和感受，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

这种护理方式可以增强患者的参与感和满意度，提高康复效

果。例如，通过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护士可以

更好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和需求，从而提供更贴心的护理服务。

此外，人性化护理还注重疼痛管理、预防感染等方面的护理

措施，有效提高了护理质量。其次，人性化护理可以提高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在骨科病房中，患者往往需要长时间的

康复治疗，身体和心理上都面临一定的困扰。人性化护理能

够关注患者的情感需求，提供温暖和关怀，增强患者的满意度。

例如，护士可以定期与患者进行心理交流，鼓励患者积极面

对康复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从而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此外，人性化护理还注重提供舒适的治疗环境和个性化的护理

计划，满足患者的个体差异和需求，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2]。

本次研究获取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护理质

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对比分析后，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就此作出分析，人性化护理具有较

高的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人性化护理对骨科病房的护理质量和患者满

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效果。在实践中，护士应注重与患者建

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关注患者的情感需求，提供个性

化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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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护理中相比常规护理

可以更好地减少疼痛感、提升腰椎间盘功能和改善整体状况

的原因和原理如下：康复护理注重个体化的护理计划，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康复需求，制定针对性的康复方案 [1]。这

样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康复需求，提供更精准的护理支持。

运用多种治疗方法，如物理疗法、运动疗法、药物治疗和心

理支持等。这些综合治疗方法可以从不同方面促进康复，减

轻疼痛、恢复功能和改善整体状况。注重功能训练，包括肌

力训练、平衡训练和柔韧性训练等 [2]。通过这些训练，可以

增强腰椎周围肌肉的力量和稳定性，减轻腰椎间盘的负担，

提升腰椎间盘的功能。在疼痛管理方面更加细致和个体化。

护士可以根据患者的疼痛程度和个体差异，制定合理的疼痛

管理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物理疗法和心理支持等 [3]。这样

可以更好地减轻患者的疼痛感，提升康复效果。注重向患者

提供相关的健康教育和宣教，包括腰椎保护知识、正确的姿

势和体位、合理的体力活动和运动方式等。通过教育和宣教，

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康复知识和技巧，主动参与

康复过程，提升整体状况。

综上所述，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护理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评估和监测、疼痛管理、功能训练、活

动指导、心理支持和家庭指导等多方面的护理内容和方法，

可以帮助患者减轻疼痛、恢复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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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站在产妇的角度，为她们提供生理心理所需的护理服务，

由此提升产妇的产后生活质量，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

护理水平，提升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延伸护理在产后康复里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

值，能够明显提高产妇对于产后护理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

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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