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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脊柱骨折护理中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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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对脊柱骨折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正式开展研究前，将在骨科内

随机抽取 32 例已经被确诊为脊柱骨折的患者参与实验，在其临床护理中应用健康教育护理，命名为观察组，为

保障研究的顺利实施，将采取对照实验，并需在同期内再次抽取 32 例脊柱骨折患者作为对照组，护理措施选择

常规护理，并分析比较不同护理措施下的护理效果。结果 对两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从

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可见观察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其次，评估比较了两组患

者的 VAS 和 ODI 评分，观察组分别为（2.4±0.6）分、（7.4±1.1）分，对照组分别为（4.6±1.1）分、（10.6±
1.9）分，比较后确认观察组更优，（P＜0.05）；并且在生活质量方面对照组各方面均比较逊色，（P＜0.05）。

结论 在脊柱骨折患者护理中加强对健康教育措施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纠正患者错误认知，更能够促进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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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Methods: Before the official start of the study, 32 patients who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spinal fractur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eriment,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were applied in their clinical care, nam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udy, a In the control experiment, 32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should b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gai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nd the nursing measures should be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should b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the mastery of health 
knowledg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survey data showed that the mastery of health knowledg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Secondly,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The VAS and ODI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2.4±0.6) points and 
(7.4±1.1) points, respectively,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4.6±1.1) points and (10.6±1.9) points, respectively. After 
comparison,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P < 0.05);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ferior in all 
aspects of quality of life (P < 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measures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can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orrect patients' misunderstandings, and 
promot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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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脊柱是人体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老年人越来越多，而且老年人

相比年龄人更容易出现脊柱骨折问题。目前骨科临床

上对脊柱骨折多采取手术治疗，但是许多患者在脊柱

骨折影响下会伴有明显不良情绪，如恐惧、焦虑等，

并且脊柱骨折患者术后恢复时间长，更容易加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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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情绪[1]。究其根本，影响患者情绪状态的主要原

因是对相关健康知识的认知不足，基于此在临床护理

中应重视对患者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并应将健康

教育主要护理内容。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与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纳入了 64 例脊柱骨折患者参与实

验，时间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8 月，均符合实验参

与条件，可入组参与实验，并且在入组后将患者随机

分配为两个小组，即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2 例。在

对照组中的 32 例患者中，包括 16 例男性和 16 例女性，

年龄 54~76 岁，平均（65.4±4.4）岁；观察组内男女

患者比例 20∶12，最小 56 岁，最大 78 岁，平均（67.2
±4.9）岁，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差异不大（P＞0.05），
本次研究有意义。纳入条件：①经过 MRI、CT 等影像

学方法确诊为脊柱骨折；②患者意识清晰，可无障碍

交流；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2]。排除条件：①患者存

在传染疾病；②伴有凝血功能障碍或重大器官功能障

碍。 
1.2 方法 
（1）对照组 
将在对照组中实施常规护理，采取疾病健康教育、

病情监测、饮食护理。 
（2）观察组 
于观察组中护理中加强健康教育：①疾病教育：

脊柱骨折是临床常见骨骼创伤情况，多数患者对脊柱

骨折的健康知识认知不足，因此会在就医期间非常担

忧，这将会给患者的术后恢复带来不利影响，对此在

脊柱骨折护理期间应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向患者介绍

有关脊柱骨折的健康知识、治疗方法等。并且在疾病

健康教育期间还应采取多样化形式的健康教育方法，

例如可以采取一对一口头宣教，为患者发放健康手册，

或者使用视频、图片等形式进行健康教育，帮助提升

患者的认知深度。②疼痛教育：患者在脊柱骨折影响

下伴有明显疼痛症状，而且因疼痛症状影响，将会加

剧对情绪状态的影响，在日常住院期间会因疼痛而影

响睡眠。在健康教育期间，可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疼

痛教育，如可积极与患者交流，讲解脊柱骨折后出现

疼痛的原因，可使用多种疼痛教育方法，例如在病房

中播放比较舒缓的音乐，还可多多与患者交流，帮助

转移注意力，以此达到暂时缓解疼痛的目的。③心理

疏导：脊柱骨折是常见骨骼创伤情况，患者在脊柱骨

折后往往会非常担忧是否能够完全康复，还会因脊柱

骨折后的疼痛而加剧不良情绪，基于此护理人员应针

对患者实施心理方面的健康教育，如向患者介绍有关

脊柱骨折的治疗方法、典型康复案例等；还可加强与

家属之间的沟通，告知家属有关心理疏导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使其也能够加入到对患者的心理疏导中去。

④卧位指导：因脊柱骨折影响，患者无法按照自身喜

好选择体位姿势，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情况合理选择

体位姿势，并每间隔 2h 更换 1 次卧位姿势，而且还要

对长时间受压部位进行适当按摩，以促进局部血液循

环，帮助预防压疮、下肢深静脉血栓。⑤饮食教育：

除以上几个方面的健康教育外，饮食方面也应注重健

康宣教，如可详细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尤其是饮食

方面的喜好，以此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饮食方案；一

般需严格遵循低盐、高蛋白、易消化、多营养原则[3]。 
1.3 观察指标 
①统计比较两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率情况；②

使用 ODI（改良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估脊柱功

能，分值越低表示患者脊柱功能越优；③选择 VAS（视

觉模拟评分法）评估患者的疼痛感，分值越低表示疼

痛感越低；④使用 GQOL-74 量表评估两组患者生活质

量情况，包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

生活几个方面，每一项最高均为 100 分，分值越低表

示生活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处理 
对实验过程中的所有数据信息均进行统计学处

理，选择 SPSS22.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对计数资料、

计量资料进行数据分析，即“±”、“%”，并分别

使用“t”、“χ2”检验，确认存在统计学意义后可表

示为（P＜0.05），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则为（P＞0.05）。 
2 结果 
2.1 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对两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进行了统计比

较，从表 1 结果所示可见观察组明显更优，（P＜0.05）。 
2.2 疼痛与脊柱功能障碍情况 
通过VAS和ODI评分的统计比较后确认观察组患

者疼痛感、脊柱功能障碍情况较轻微，（P＜0.05）。 
2.3 生活质量 
经过生活质量方面的评估分析来看，观察组患者

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脊柱骨折对患者机体功能的影响非常大，且还会

对机体神经系统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患者在脊柱骨

折后会伴有非常强烈的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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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健康知识掌握率 

观察组 32 19 11 2 93.75% 

对照组 32 13 11 8 75% 

χ2 值     11.414 

P 值     0.001 

表 2 VAS、ODI 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VAS ODI 

观察组 32 2.4±0.6 7.4±1.1 

对照组 32 4.6±1.1 10.6±1.9 

t 值  5.141 7.063 

P 值  0.021 0.013 

表 3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观察组 32 90.3±3.2 96.4±3.1 90.3±3.1 96.5±3.2 

对照组 32 80.4±3.1 83.2±3.1 80.4±4.1 80.4±3.3 

t 值  16.036 15.369 13.588 14.717 

P 值  0.001 0.002 0.001 0.001 
 
就脊柱骨折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看，在就医治疗期

间伴有比较严重的不良情绪，对脊柱骨折的认知存在

误区，甚至有个别患者已经丧失治疗信心，基于此必

须要加强护理干预，重视对患者的健康教育。 
经脊柱骨折的实际临床护理情况来看，常规护理

模式具有局限性，已经不再能够被有效应用于脊柱骨

折的具体护理中，因此应选择更为科学化、合理化的

护理模式[4]。从本次研究结果可见，健康教育的实施可

以达到良好护理效果，如结果中表 1 所示可见，观察

组患者在健康教育护理的实施下，对脊柱骨折的健康

知识掌握率高达 93.75%，显著高于对照组 75%，（P
＜0.05）。健康教育护理实施中，重视从患者具体情况，

重点围绕认知、心理、疼痛、饮食、卧位姿势等几个

方面开展健康教育，使患者能够认识到多方面的健康

内容，这对提高治疗依从性、促进康复有重要帮助，

如结果中表 2 所示可见，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后其 VAS、
ODI 评分分别为（2.4±0.6）分、（7.4±1.1）分，相

比之下对照组分别为（4.6±1.1）分、（10.6±1.9）分，

（P＜0.05）。脊柱骨折对患者机体的损伤非常大，需

要患者有一个稳定的心态静养，这对改善其预后生活

质量非常重要，从健康教育护理的长远角度看，患者

过激的情绪状态能够得以平复，使其可以稳定心态、

逐步加深对疾病的认知，因此可以在促进康复的同时

提高预后生活质量水平，如表 3 所示可见观察组患者

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更高于对照组，（P＜0.05）。 
脊柱骨折患者护理期间加强对健康教育措施的应

用有助于提高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对减轻疼痛、促进

恢复有重要帮助，适宜继续推广该护理模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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