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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颈椎病前路手术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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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颈椎病前路手术患者健康教育中采取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方法 68例颈椎病前路手术

患者取自 2021年 3月-2022年 3月期间，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其中参考组行常规健康教育，

实验组行临床护理路径健康教育，每组 34例。以知识掌握情况、住院时间、满意度评价两组干预效果。结果 实

验组知识掌握情况显高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住院时间显短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显

高于参考组（P＜0.05）。结论 颈椎病前路手术患者健康教育中采取临床护理路径效果确切，有助于提升患者相

关知识的了解，减少患者住院时间，为此患者较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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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anterior cervical
spin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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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opting clinical nursing paths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anterior cervical surgery. Method 68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undergoing anterior
approach surgery were selected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and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linical nursing path health education, with 3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Evalu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wo groups based on knowledge mastery, length of stay, and satisfaction. Result The knowledge
master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dop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s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anterior cervical surgery is effective
and helps to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knowledge, reduce their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make them more
satisfied.

【Key words】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Anterior approach surgery for cervical spondylosis;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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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是按照每日标准计划，对制定的人

群采取相应的护理模式，以主动参与联合主动护理，

属于综合性较强的护理模式[1]。健康教育是临床护理路

径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直接关系到护理工作的质

量与效果，且遵循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理念。颈椎病

前路手术以稳定解除压力为主要目标，加强对患者的

健康教育是提高手术效果、改善病人预后的关键[2]。为

探索临床护理路径在颈椎病前路手术患者健康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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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本次 68例颈椎病前路手术患者取自 2021年 3
月-2022年 3月期间，研究颈临床护理路径在椎病前路

手术患者健康教育中的作用。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68例颈椎病前路手术患者取自 2021年 3月-2022
年 3月期间，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

其中参考组行常规健康教育，实验组行临床护理路径

健康教育，每组 34例。上述患者经诊断后符合颈椎病

诊断标准，均采取颈椎病前路手术治疗。患者基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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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完整，在向其明确了研究的意义之后，其能够积极

地配合研究的安排。其他严重疾病、精神疾病、认知

障碍、以及由于其它原因而不能合作研究的患者将被

排除在外。参考组男、女为 19例、15例，年龄 52-73
岁，均值范围（63.46±2.45）岁，病程 7-16 个月，均

值范围（11.24±2.45）岁。实验组男、女分别为 18例、

16例，年龄 51-76岁，均值范围（64.76±3.43）岁，病

程 6-18 个月，均值范围（11.65±2.57）个月。两组资

料对比差异小（P＞0.05）。

1.2方法

1.2.1参考组

本组实施了常规的健康教育，也就是在遵照医嘱

执行针对性护理措施的同时，还对患者进行了健康指

导，定期组织患者参加康复运动训练，并对出院后的

康复情况进行电话随访等。

1.2.2实验组

本组采取临床护理路径健康教育，方法如下：

（1）组建临床护理路径小组：本小组由主治医生、

护士长、护理组长及护理人员组成，自患者入院起，

便将护理路径表悬挂于患者床头，每次护理人员完成

路径内容，确定患者已掌握后，便会在相应位置打勾

并签名。对于尚未实施的路径内容，需以红笔标示其

原因及干预措施，以提醒接班人员。护士长或组长应

定期检查路径表记录，且及时做出评价。

（2）具体操作如下:①确定手术至术前 l 天：做

好病人的心理疏导，预防上呼吸道感染，使病房保持

良好的通风，保持良好的环境，使病人了解手术的目

的及方法。介绍了术前准备的内容及目的，指导其颈

前软组织的拔除，戒烟，呼吸等；并给予患者明确麻

醉及手术配合。

（3）手术当天：做好病人的心理疏导及床头器械

的准备，向病人介绍术后颈部固定及翻身的目的及意

义；通过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和肢体感觉活动情况，

介绍术后切口情况；手术后 6 小时，指导其禁食冷流

质食物。③术后首日：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咳嗽和排痰

指导，指导其进行温凉半流的饮食及肢体功能训练的

方法；指导颈托在仰卧位时的佩戴；对手术切口进行

观察和评估。④术后第 2 天至出院：引导病人在床头

或下床时带上颈托，催促病人做肢体机能训练，并引

导病人攀爬墙壁。在饮食上要从高热量、高蛋白、高

维生素、清淡易消化的半流质食物向软质、清淡的普

通食物转变。平时要保持站立、坐姿的端正，不要让

头、颈过于前倾或后仰，也不要做剧烈的活动。根据

病人的偏好，制订病人出院后的康复方案，并通过电

话的方式，提醒病人做好复诊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建立微信群，对健康教育效果好者，鼓励其进行经验

交流，在随访小组定期在群中解疑答惑，督促病人完

成个人康复计划，并对恢复情况进行自我评价，指导

病人关注科室微信公众号的知识讲座。

1.3疗效标准

1.3.1知识掌握情况

采取自编健康知识掌握问卷表了解两组知识掌握

情况，其中包含了治疗方法、护理方法、生活注意事

项等。等级为完全掌握、部分掌握及不掌握。计算方

法：（完全掌握+部分掌握）/总例数×100%。

1.3.2住院时间

观察记录两组术前几术后的住院时间。

1.3.3满意度

采用自制的满意调查表对两组的满意程度以非常

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三个等级评价。计算方法：

（非常满意+一般满意）/总病例/100%。

1.4统计学方法

所得资料皆以 SPSS23.0统计分析进行计算，计量

数据采用 t检验，以（χ±s）表达；计量数据以%为单

位，采用（χ2）检验。若所得结果 P<0.05，说明两组

间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两组知识掌握情况对比分析

表 1 显示，知识掌握情况对比发现，实验组显高

（P＜0.05）。

2.2两组住院时间对比分析

表 2 显示，住院时间对比显示，实验组手术前后

均显短（P＜0.05）。

2.3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表 3显示，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显高于参考组（P＜
0.05）。

3 讨论

于临床护理期间，传统的健康教育仅仅是一种形

式，其教育内容不够完整，也不够系统，教学的过程

也缺少了一些阶段性，因此，常常会发生教学内容的

重复或遗漏等情况，不能让病人对疾病知识的需要得

到满足[3-4]。在颈椎疾病病人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可

以增加病人的可视性、针对性、计划性、时间性和预

见性。于临床护理路径中，护理人员需要以病人的临

床状况和需要为依据，对其进行有效的健康干预，且

进行评价和反馈[5]。同时，护理人员要防止一次教育的

内容过多，使病人难以消化，尽可能挑选经验丰富、

知识基础扎实的护理人员进行教育，护士长要做好路

径实施的监督，从而提高了健康教育的临床效果[6-7]。

护患间沟通障碍是导致医患纠纷的重要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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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下的健康教育，需要护理人员每日都要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从而强化护患间的沟通与交流，

既可以加强护理人员的工作热情，又可以提高其责任

感，同时还可以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从而提高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在临床护理路径之下，要对颈

椎病前路手术的病人展开健康教育，护理人员需要在

术前对病人和其家人进行护理流程详细说明，并将与

疾病有关的知识为其讲解，提升其相关知识的掌握，

让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样才能

获得病人主动配合[8]。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知识掌握情况显高于

参考组（P＜0.05）。实验组住院时间显短于参考组（P
＜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显高于参考组（P＜0.05）。
提示临床护理路径的健康教育效果较为凸显。

综上所述，颈椎病前路手术患者健康教育中采取

临床护理路径效果确切，有助于提升患者相关知识的

了解，减少患者住院时间，为此患者较为满意。

表 1 两组知识掌握情况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完全掌握 部分掌握 不掌握 知识掌握率（%）

实验组 34 26（76.47%） 4（11.76%） 4（11.76%） 88.24%（30/34）

参考组 34 15（44.12%） 7（20.59%） 12（35.29%） 64.71%（22/34）

χ2 - 7.433 0.976 5.231 5.231

P - 0.006 0.323 0.022 0.022

表 2 两组住院时间对比分析（χ±s）（天）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

实验组 34 2.13±1.23 8.45±1.76

参考组 34 4.56±1.21 12.67±1.42

t - 7.318 9.696

P - 0.001 0.001

表 1 两组知识掌握情况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34 26（76.47%） 6（17.65%） 2（5.88%） 94.12%（32/34）

参考组 34 15（44.12%） 8（23.53%） 11（32.35%） 67.65%（23/34）

χ2 - - - - 7.703

P - - - -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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