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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馈控制理念风险预警手术室护理对椎间孔镜下 

髓核摘除术患者的效果分析 

陈 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麻醉科手术室  重庆 

【摘要】目的 分析前馈控制理念风险预警手术室护理对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患者的效果。方法 该研究总

共纳入 86 例研究对象，均是 2022.04 月至 2024.04 月到医院行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进

行分组，其中 43 例开展常规护理的患者列入对照组，剩余 43 例开展前馈控制理念风险预警手术室护理的患者纳

入研究组。对比两组的腰椎功能、疼痛度及生活质量，统计两组的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在腰椎功能评分、疼痛

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上，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在并发症发生率上，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前馈控制理念风险预警手术室护理用于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患者的效果良好，有利于改善腰椎功能，临

床可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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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feedforward control concept risk warning and operating room nursing on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rtebral foramen endoscopic nucleus pulposus remov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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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eedforward control concept risk warning and operating room nursing 
on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rtebral foramen endoscopic nucleus pulposus removal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86 study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of whom wer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intervertebral foramen endoscopic nucleus 
pulposus removal at the hospital from April 2022 to April 2024.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mong them, 43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remaining 43 patients who received feedforward control concept risk warning operating room care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group. Compare the lumbar spine function, pain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calculat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erms of lumbar spine function score, pain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the study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erms of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feedforward control concept risk warning 
operating room nursing has a good effect on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rtebral foramen endoscopic nucleus pulposus 
removal,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lumbar spine function and can be further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Intervertebral foramen endoscopic nucleus pulposus removal surgery; Feedforward control concept, 
risk warning, operating room nursing; Lumbar spine function; Pain level 

 
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是临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常用手段，具有操作简单、手术创伤小、安全性高

等特点，在椎间孔镜引导下摘除突出椎间盘组织，解除

神经根压迫，改善腰椎功能[1]。但其成为一种创伤性治

疗手段，仍然有一定的手术风险性，影响术后康复，故

需加强护理干预[2]。鉴于此，该研究就前馈控制理念风

险预警手术室护理用于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患者的

效果进行分析，详细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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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研究将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研究时间段在 2022.04~2024.04，总共有 86 例患者

入选该研究，随机分为两组各 43 例。研究组中男 25
例、女 18 例；年龄区间在 38 岁至 74 岁，平均（56.34
±9.28）岁。对照组中男 26 例、女 17 例；年龄范围在

36 岁-74 岁，平均（55.87±9.42）岁。对比两组的各项

信息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口头简单介绍手术流程、需

注意要点；动态监测体征变化，一旦出现异常需立即报

告医师进行处理；评估患者的病情，待病情稳定后进行

康复训练。研究组展开前馈控制理念风险预警手术室

护理，详细措施为： 
（1）风险预警：①术前评估：在实施手术治疗前，

主动与患者接触，收集其既往病史、现病史、过敏史等，

了解其对手术治疗的期望效果，结合影像学和实验检

查等资料，判断其健康状况，评估手术风险性及手术禁

忌证。②术前准备：手术开始前，做好手术室的清洁和

消毒工作，清点手术治疗需用到的器械物品等，观察

CT、X 线等术前检查是否完善。手术室护士应监督操

刀医师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卫生手消毒，操刀医师在完

成手术区域皮肤的消毒与铺巾工作后，需要再次进行

卫生手消毒，随后护士协助操刀医师穿好无菌手术衣、

带好无菌手套等，保证各项手术流程满足无菌原则，避

免术中感染。 
（2）手术中护理：①体征监测：在手术操作过程

中，护士应动态观察并记录患者的心率、血压、血氧饱

和度等体征的变化，了解其术中感受、术后疼痛情况，

并及时与操刀医师沟通，保证手术安全性。②紧急处

理：如果手术过程中出现大出血等不良事件，护士应在

操刀医师的指引下提供紧急处理服务，确保其体征尽

快稳定。 
（3）术后护理：①体征监测：术后动态监测并记

录体征变化，及时将体征变化结果上报医师，特别是针

对出血、感染高危者应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快速发现并

处理。②疼痛护理：询问患者的疼痛感受，通过转移注

意力法（聊天、播放视频、听音乐等）、热敷、冷敷、

局部按摩等方式减轻痛感，必要时遵医嘱使用镇痛药

物。③并发症护理：仔细观察手术切口，一旦出现渗液

等现象，需立即在无菌原则下更换手术敷料，避免发生

手术感染；定期协助患者调整体位，避免体位不当或动

作不当导致伤口裂开、出血；动态关注患者的病情变

化，一旦出现尿潴留症状需立即进行处理，防止发生尿

潴留。④康复护理：待患者清醒后，鼓励其尽早在床上

进行主被动肢体训练、床边站立、床下活动、抗阻训练

等，引导其自行完成刷牙、洗脸等。 
1.3 观察指标 
（1）腰椎功能：借助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问卷

作为评估工具，总计 50 分，分数越低则代表腰椎功能

越良好。 
（2）疼痛度：运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进行评价，总分为 10 分，分数越高则视为痛感越强烈。 
（3）生活质量：评估标准参照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ADL），总计 100 分，分数越高则评定为生活质量

越良好。 
（4）并发症：包括感染、出血、尿潴留。 
1.4 统计学分析 
借助 SPSS25.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平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t 验证；计数资

料采用百分比（%）表示，卡方（χ2）检验；若 P＜0.05，
代表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腰椎功能、疼痛度及生活质量 
干预后，研究组较于对照组，其腰椎功能评分、疼

痛评分更低，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见表 1。 
2.2 评价两组的并发症 
在并发症发生率上，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的腰椎功能、疼痛度及生活质量（ sx ± ，分） 

组别 例数 
腰椎功能评分 疼痛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43 36.24±7.15 14.38±2.46 6.34±1.25 1.52±0.11 46.89±10.23 80.64±7.35 

对照组 43 35.89±7.11 20.97±5.13 6.27±1.23 2.47±0.32 47.35±10.26 71.26±5.42 

t - 0.228 7.596 0.262 18.410 0.208 6.735 

P - 0.821 0.000 0.794 0.000 0.83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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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评价两组的并发症[n(%)] 

组别 例数 感染 出血 尿潴留 总发生率（%） 

研究组 43 1 1 1 3（6.98） 

对照组 43 5 3 2 10（23.26） 

χ2 - - - - 4.441 

P - - - - 0.035 

 
3 讨论 
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属于一种微创术式，常用

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腰椎疾病，具有较高的治疗效果
[3]。然而，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会对患者身体造成较

大的应激反应和手术创伤，诱发多种并发症，不利于病

情康复，故加强护理干预是非常重要的[4]。 
既往临床对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患者主要采取

常规护理，但干预效果不理想。前馈控制理念风险预警

手术室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是在评估和预测未

来可能发生风险事件后提供相应服务的风险管理模

式，其通过综合评估手术室环境、患者病情等，明确可

能发生的风险因素，尽早识别潜在的危险，为风险预警

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防止风险事件的发生[5]。该研究

发现，研究组经前馈控制理念风险预警手术室护理干

预后，其腰椎功能、疼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及并发症

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P＜0.05）。分析其原因是：前

馈控制理念风险预警手术室护理通过风险预警，提供

术前评估与术前准备服务，有利于尽早识别手术室内

可能发生的风险，提前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或减少风险

事件的发生，确保手术顺利完成[6]。加强术中护理，提

供体征监测和紧急处理，有利于保证手术安全性，确保

手术顺利完成[7]。加强术后护理，提供体征监测、疼痛

护理、并发症护理及康复护理，有利于减轻疼痛度，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促进腰椎功能的恢复[8-9]，提升生活

质量。 
综上所述，针对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患者，实施

前馈控制理念风险预警手术室护理的效果确切，有利

于减轻疼痛度，改善腰椎功能与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值得临床加大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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