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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围手术期的护理 

赵 甜 

陕西省人民医院骨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探讨经皮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围手术期的护理方法及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经皮椎间孔镜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54 例，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每

组的患者人数均为 27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患者采用围手术期护理干预，比较这两种

方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结果 经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和护

理满意度，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围手术期护理干预，可以显著增强经皮椎间孔镜手术的整体治疗效果，使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大大提升，值得在今后的临床护理工作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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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utaneous Nursing Care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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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ursing methods and clinical effects of percutaneous intervertebral 
foraminoscope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54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ho underwent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27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of these two methods o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data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nursing effective r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degree, which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overall therapeutic effect of percutaneous foraminal surgery,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in nursing work.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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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近些年我国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人数的不

断增多，使该类患者的临床治疗工作，成为了各大

医院关注的焦点。而经皮椎间孔镜手术作为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的常用治疗手段，具有效果显著的优

势，使患者的病症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令患者的

日常生活质量也随之改善。本文详细探讨了经皮椎

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围手术期的护理方法及

临床效果，以此为增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

治疗水平提供信息参考，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的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结束时间

为 2020 年 12 月，选取在我院接受经皮椎间孔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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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54 例，将所有患者平均分

为两组。在对照组 27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人数和女

性患者人数分别为 14 例和 13 例。患者的最大年龄

和最小年龄分别为 71 岁和 36 岁，平均年龄为

（51.3±1.6）岁。 
在观察组 27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人数和女性患

者人数分别为 13 例和 14 例。患者的最大年龄和最

小年龄分别为 72 岁和 37 岁，平均年龄为（51.9±1.3）
岁。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基线资料，均无任

何明显的差异（P＞0.05），可以用于对比研究。本

次实验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患者均在意

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患者采

用围手术期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1）心理疏导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因自身病症疼痛的影响，

极容易产生焦虑、抑郁和烦躁的不良情绪，对后续

的经皮椎间孔镜手术造成巨大的阻碍。面对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的各种不良情绪，医护人员应站在患

者的角度上，积极主动的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同

时选取适当的方式开导患者，使患者的情绪状态保

持平和稳定，令患者的临床依从性得以提高[1]。并

通过邀请术后康复患者开设讲座的方式，分享患者

自身的治疗体会，进一步增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对治疗工作的自信心，让患者的不良情绪尽快消除。 
（2）健康宣教 
当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对自身病症的认知水平

较低时，不仅会对护理人员的临床操作产生误解，

导致经皮椎间孔镜手术无法顺利进行。还会增加治

疗过程中的风险隐患，令患者的整体康复周期大大

延长[2]。为了确保经皮椎间孔镜手术的有序开展，

医护人员应在术前根据患者的文化接受程度，结合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症特点、注意事项、经皮椎间

孔镜手术的治疗流程及优势，借助视频、图片和文

字等多种形式，增强患者的相关认知能力，使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护理依从性得到较好的改善。令

经皮椎间孔镜手术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促进患者

的早日康复[3]。 
（3）体位训练 
在经皮椎间孔镜手术开始前 2 天，医护人员应

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及病症程度，指导患者开展踝

泵功能锻炼及股四头肌功能锻炼，为后续的手术治

疗提供良好的帮助[4]。 
（4）观察体征 
当经皮椎间孔镜手术完毕后，医护人员应密切

观察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生命体征参数，着重关

注患者的穿刺点是否存在渗血情况，详细询问患者

的下肢是否存在疼痛、麻木或无力感等现象，以此

预防各类并发症问题的发生，确保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的顺利安全康复。并通过开窗通风、清洁打扫、

更换敷料、观察切口和定期消毒等措施，做好细菌

感染的预防工作，使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免受额外

的疼痛折磨，令患者拥有优质的治疗体验，让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得以改善。 
（5）饮食干预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日常饮食方面，医护

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口味偏好，指导患者多食用易消

化的清淡食物，以此减轻患者自身胃肠道的压力，

令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身体状况逐渐改善。并减

少产气食物的摄入量，防止各类不良反应的发生，

确保患者的顺利安全康复。 
（6）体位指导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经皮椎间孔镜手术完毕

后 6h 内，应在硬板床上保持平卧姿势，以此达到压

迫止血的良好效果，促进患者的早日康复。并在术

后 3d 内佩戴腰围，以卧床休息为主，减少腰椎的受

力情况，预防切口渗血的现象发生，令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的护理安全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待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手术完毕一段时间后，医护人员可

以根据患者的康复情况，结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

症特点，遵守循序渐进的活动原则，为其制定针对

性的功能锻炼方案，从而加快患者体内的血液循环

速度，促进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早日出院。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护理效

果，主要以护理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作为指标进行

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的各项数据，均使用 SPSS20.0 进行专业分析。并以

（％）标识效果，经 X2 检验后，以（P＜0.05）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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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数据之间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从表 1 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有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 
2.2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与对照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如表 2 所示。 

表 1 比较对照组患者和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27 20 6 1 96.29％ 

对照组 27 15 5 7 76.92％ 

X2     20.685 

P 值     ＜0.05 

表 2 比较对照组患者和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27 21 4 2 92.59％ 

对照组 27 14 7 6 77.78％ 

X2     20.852 

P 值     ＜0.05 

3 讨论 
综上所述，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围手术

期护理干预，通过心理疏导、健康宣教、体位训练、

观察体征、饮食干预和体位指导等措施，可以显著

提高经皮椎间孔镜手术的整体治疗效果，令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也得到明显的改善，让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的身体状况尽快好转，在今后的临床护理工作

中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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