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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微创护理中的观察 

哈丽比努尔·巴依达拉力 

新疆伊犁州中医医院，伊犁脊柱退行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新疆伊犁 

【摘要】目的 在临床护理中实施 阶梯式康复护理，明确其对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影响。方法 以 2023.01-12
时间段中于院内接受诊疗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为分析对象，共计 95 例，对各个患者进行编号后采取随机抽取法

设置成对照组（49 例）、观察组（46 例），分别以常规手段、阶梯式康复护理手段实施两组护理干预，对干预情

况进行分析。结果 相较于观察组，对照组护理干预前数据与观察组之间差异较小（P>0.05），行护理干预后对照

组生活质量数据值、疼痛程度数据值、腰部功能数据值等均更佳（P<0.05）。结论 于腰椎间盘突出微创患者护理

中施以阶梯式康复护理措施，有利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轻疼痛程度，促进腰部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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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mplement a step-by-step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pproach in clinical nursing and clarify its 
impact o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 A total of 95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ho receiv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of January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analysis objects. 
After numbering each patient, a random sele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set them as a control group (49 cas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46 cases). Two group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were implemented using conventional methods and 
stepw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intervention situation was analyzed.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 intervention data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latively small 
(P>0.05).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data, pain level data, and lumbar function data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all better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a step-by-step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pproach in the care of minimally 
invasive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reducing pain levels, and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lumba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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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部疼痛、下腰部僵硬、肌肉无力、肌肉萎缩等均

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常见临床症状，对患者正常活动造

成不良影响。临床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主要会采取

微创手术帮助患者控制病情。在实际治疗中，相关护理

工作会对整体治疗效果产生较大影响，需确保护理质量，

让患者尽早恢复正常生活，满足患者康复需求。常规护

理模式下虽然有利于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治疗顺利开展，

但是不能充分考虑不同阶段患者护理需求，整体护理水

平得不到有效提升[1]。阶梯式康复护理作为一种新型护

理方法，是指根据患者的康复阶段和需求，分阶段制定

和实施康复护理计划，逐步提高康复治疗的强度和难度，

以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2]。阶梯式康复护理在临床中的

应用获得了显著效果，这为腰椎间盘突出护理研究提供

新的研究方向与思路[3]。文中分析了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护理中应用阶梯式康复护理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3.01-12 时间段中于院内接受诊疗的腰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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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突出患者为分析对象，共计 95 例，对各个患者进行

编号后采取随机抽取法设置成对照组（49 例）、观察

组（46 例）。对照组年龄择取范围为 41 岁至 75 岁，

均值（56.26±1.18）岁，33 例为男性，16 例为女性。

观察组年龄择取范围为 42 岁至 76 岁，均值（56.28±
1.21）岁，31 例为男性，15 例为女性。经统计学系统

处理两组基础资料相关数据信息后证实可比性高

（P>0.05）。择取要求：综合临床各项检查结果满足腰

椎间盘突出诊断标准；资料齐全；满足手术指征，接受

微创手术治疗。剔除要求：中途退出；同时合并其他严

重脏器器官疾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 
提醒患者尽量减少活动，保持充足休息；鼓励患者

改善饮食与生活作息，提醒遵医嘱使用药物。 
1.2.2 观察组行阶梯式康复护理干预 
（1）第一阶梯（入院时）：①健康教育：告知患

者相关检查与治疗流程、责任医师与护理人员，尽快减

轻患者紧张感；给予患者健康知识手册，综合采取幻灯

片与短视频播放、模型讲解、模拟演示等多种方式提高

患者疾病认知程度，培养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让患者主

动配合完成术前检查、术前准备工作。②心理疏导：

利用病案讲解方式让患者了解微创手术后可获得的效

果，有效安抚患者（可利用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等方

式进行），引导患者树立治疗信心。 
（2）第二阶段（术后当天至出院前）：①康复锻

炼：待患者麻醉清醒后，结合患者实际情况，逐步指导

患者开展相应的康复锻炼活动（包括股四肌训练、直腿

抬高训练、脚踝训练等），引导患者主动将腿伸直并抬

高、放下，如此反复 25-30 次（每日进行），同时辅助

患者被动将腿伸直并抬高、放下，如此反复 25-30 次

（每日进行），训练中注意患者疼痛情况，若患者疼痛

程度较低，则鼓励增加股四头肌与脚踝训练量。②基

础护理：按时更新相关生命体征数据信息，及时发现出

血进行对应处理；对手术创口进行护理，确保无菌，减

少并发症风险。③其他方面：告知患者护理流程，取

得患者配合；将同时期病情控制较好患者作为榜样对

患者进行激励，减轻不良情绪；与家属进行良好沟通，

定期组织病友之间交流活动，帮助获取家属与社会支

持，减轻不良情绪，促进心理健康。 
（3）第三阶段（出院后）：交换患者（家属）微

信，采取微信与电话形式开展随访工作，了解患者恢复

情况，给予相应指导，鼓励患者线上咨询，及时、耐心

回复。待患者恢复较好后，逐步加大康复锻炼强度，将

相关训练视频（包括俯卧训练腹横肌、仰卧训练髋腹肌、

腰椎中立训练、腰背肌静力收缩锻、腰背肌锻炼等）发

送给患者，让患者进行相应训练，并在相关小程序中进

行记录。定期对患者记录情况进行评估，适当调整指导

方案。 
1.3 判断标准 
（1）评估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EQ-5D 视觉模

拟量表，刻度 0-100，刻度值越大，则生活质量越好。

（2）于护理干预前后了解患者疼痛变化，视觉模拟评

分法，1-10 分，分值越高说明患者疼痛感越强烈。（3）
评估两组护理前后腰部功能，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评估项目为 9 项，每项 0-5 分，共计 45 分，分值与患

者功能障碍严重程度呈正比。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方法选择 SPSS23.0 软件，分析内容具体包括

计量资料（连续性变量中服从正态分布的 t 和x±s）、计

数资料（卡方和%），存在统计学意义由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方面结果 
相较于观察组，对照组护理干预前数据与观察组

之间差异较小（P>0.05），行护理干预后对照组生活质

量数据值更低（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比对两组生活质量（ x s±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6 58.45±1.12 85.15±4.11 

对照组 49 58.47±1.16 80.10±1.74 

t  0.085 7.883 

P  0.932 0.001 

 
2.2 疼痛程度分析 
相较于观察组，对照组护理干预前数据与观察组

之间差异较小（P>0.05），行护理干预后对照组疼痛程

度数据值更高（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比对两组疼痛程度（ x s±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6 6.46±0.78 2.01±0.04 

对照组 49 6.49±0.75 3.12±0.54 

t  0.191 13.901 

P  0.84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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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腰部功能分析 
相较于观察组，对照组护理干预前数据与观察组

之间差异较小（P>0.05），行护理干预后对照组腰部功

能数据值更高（P<0.05）。如表 3 所示。 

表 3  比对两组腰部功能（ x s±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6 33.14±1.03 10.12±0.03 

对照组 49 33.16±1.05 12.21±0.42 

t  0.093 33.658 

P  0.925 0.001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是指椎间盘内部的软组织突出并压

迫周围神经结构，导致疼痛和其他症状的疾病。患者不

仅会因为疾病出现明显疼痛，腰部功能也会受到相应

损伤，大大降低生活质量。因此，在开展腰椎间盘突出

患者护理工作时，需要关注患者疼痛、生活质量、腰部

功能等变化，为护理效果评估提供重要参考[4]。 
阶梯式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护理中的应

用，能够将整体护理工作划分为不同阶段，根据不同阶

段患者特点与需求，配合对应护理，确保护理针对性与

效果，有利于减轻生理与心理负担，促进腰部功能恢复
[5]。结合文中研究结果，相较于观察组，对照组护理干

预前数据与观察组之间差异较小（P>0.05），行护理干

预后对照组生活质量数据值、疼痛程度数据值、腰部功

能数据值等均更佳（P<0.05）。第一阶段中利用多种方

式开展健康教育，并开展心理护理，对患者心理状态产

生积极影响，避免不良情绪引起应激反应，有利于减轻

疼痛感[6]。第二阶段中给予患者相应的康复训练指导，

让患者通过相应的锻炼逐步恢复机体功能，同时做好

基础护理，减少并发症风险，减轻生理疼痛感[7]。第三

阶段持续给予患者康复训练指导，有利于增强腰部肌

肉力量、提高腰部柔韧性和稳定性，帮助患者逐步恢复

腰部的功能，减少疾病对患者日常生活不良影响，让患

者逐渐恢复正常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减少对疾病

的焦虑和恐惧感，提高生活质量[8]。但是文中纳入例数

较少，存在局限性，需要对阶梯式康复护理应用于腰椎

间盘突出患者中的价值进一步分析，明确效果。 
综上所述，在临床护理中实施阶梯式康复护理，有

利于改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生活质量，减轻疼痛程度，

促进腰部功能恢复，这对提高腰椎间盘突出护理水平

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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