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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动机理论在脊柱骨折护理中的应用 

雷 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重庆 

【摘要】 目的 评价脊柱骨折患者采用保护动机理论对脊柱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 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本院接治的老年脊柱骨折患者患者中随机进行抽选，将其中 88 例患者纳入实验，按照数字表法

对所有患者进行分组，分别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均录入 44 例患者。两组患者分别应用传统护理干预（对

照组）和保护动机理论（实验组），护理结束后对比分析两组的护理效果（患者脊柱功能恢复情况、护理

满意度、生活质量）。结果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3.18%，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77.27%，同时脊柱功能恢

复情况也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比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对照组均不如实验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通过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对于脊柱骨折患者应用保护动机理论可以帮助脊柱功能快速恢

复，同时降低并发症，有助于提升护理满意度，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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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tective motivation theory in spinal fracture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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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rotective motivation theory on spinal function recovery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Methods From March 2020 to September 2020, elderly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88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44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each group.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pplied with 
trad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ontrol group) and protective motivation theory (experimental group), respectively,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patients' spinal function recovery,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3.1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77.27%. At the same time, the recovery of 
spinal function was also bett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protective 
motivation theory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can help the rapid recovery of spinal function, reduce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Spine fracture;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Spinal function recovery 
 
脊柱骨折是目前临床骨科较为常见的一种创

伤，而手术又是这种病情的主要治疗方式，患者在

手术完成后需要长时间的卧床休养，所以很容易导

致患者出现下肢静脉血栓的情况[1]。在骨折后，患

者的脊柱功能会受到限制，同时疼痛比较明显，临

床一般实施手术复位进行治疗，而因为骨折类型比

较复杂，复位起来比较困难，且治疗后发生移位的

情况较多[2]。所以，需要在治疗后给予患者相关护

理干预，让预后恢复情况更好，保证患者脊柱功能

更好恢复，降低并发症的发生[3]。保护动机理论综

合护理是近年来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护理理念，属于

一种现代化的高效护理方案，这一护理工作在应用

过程中以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为理论指导在开展患

者的护理是通过综合有效的风险评估，使患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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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得到有效的控制，使患者在接受康复训练或饮食

指导时都能够按照要求接受管理，对于提高患者的

护理质量来说，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在 2020 年 3 月

至 2020年 9月本院接治的脊柱骨折患者患者中随机

进行抽选，将其中 88 例患者纳入实验，评价脊柱骨

折患者采用保护动机理论对脊柱功能恢复的影响，

汇报整理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本院接治的脊柱

骨折患者患者中随机进行抽选，将其中 88 例患者纳

入实验，按照数字表法对所有患者进行分组，分别

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均录入 44 例患者。实验组

有 21 例女性患者，其余 23 例均为男性患者，患者

年龄在 65-85 岁范围内，平均年龄（74.7±4.5）岁，

对照组有 24 例女性患者，其余 20 例均为男性患者，

患者年龄在 62-70 岁范围内，平均年龄（75.3±4.9）
岁。 

纳入标准：患者入院时基本资料确认登记有效、

完整；经临床影像学检查或病理学检查确认患者符

合脊柱骨折诊断标准；患者认知功能正常，患者家

属或患者自身对于临床治疗工作有完整知晓度； 
排除标准：患者入院时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的情

况；患者基本资料不完整或无法接受后续随访调查；

患者本身或患者家属对治疗工作表示不同意；患者

入院时合并存在其他全身性疾病或器质性疾病。 
患者住院后个体资料登记有效，并将患者基本

资料交由临床医疗统计学研究人员进行数据分析，

临床统计审核后确认通过，本次研究患者基本资料

可录入数据库进行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传统护理干预，即常规的病房

护理、疾病知识宣教、遵医嘱指导用药等。实验组

在此基础上实施保护动机理论的护理，具体内容如

下： 
（1）护理人员在开展患者的护理时，需要针对

患者的疼痛感表现，作出护理方案的调整。若患者

的疼痛评分较低，需要针对患者的个体状况采用非

药物的方式来进行镇痛，比如冥想或者观看视频图

书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但如果患者的评分过高，

患者疼痛无法忍受，则需要给予少量的止痛药物来

缓解患者的不适感。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病情和

耐受状况，还需要针对患者的病情做出进一步的优

化观察，护理人员需要了解患者的个体状况，并与

医师协助解决患者治疗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性事故。

同时还需要询问患者的个体状况，并针对患者的病

情作出相应的治疗优化。心理护理是脊柱骨折患者

在接受护理工作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心理护理的

主要目的是尽量消除患者对疾病产生的焦虑和紧张

情绪，积极调动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的主动性，

使患者的病情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在责任护士的

指导下，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健康指导，

使患者了解康复护理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方式配合

系统的康复计划。 
（2）首先要了解患者的个人信息，年龄、性别、

生活习惯、饮食爱好、体重、有无其他慢性疾病、

骨密度值等数据，随后综合评估进行饮食计划的制

定，要保证患者每天摄入的蛋白质、钙和维生素充

足，每天应摄入 800mg 左右的钙物质，同时磷元素

和维生素 D 也要补充，多食用新鲜水果和蔬菜，避

免食用辛辣刺激等食物，帮助钙质吸收，食物做到

清淡、少盐、少油，改掉不良习惯，例如吸烟喝酒

等。同时在进行训练时需要告知患者保护动机理论

的重要性，然后对其恢复情况进行评估，制定相应

的训练计划，刚开始可进行被动运动，或者翻身、

坐起等运动，每次进行 10 分钟即可，每天进行 4 次

左右。通常情况下来说，手术完成后，身体条件允

许的患者可逐渐下床扶着拐杖行走，伸直双腿、压

腿和 CPM 等运动同样继续训练。术后 5 天可加上勾

脚尖运动，坐于病床上让小腿下垂，在足踝上交替

放置小腿并下压，让患侧小腿进行上抬运动，每天

进行 2 次，每次不超过半小时。在对患者进行训练

时，当患者的病情已经有所恢复后，护理人员需要

为患者制定完整的训练计划，要求患者在病房内扶

床行走。 
（3）根据患者的个体状况选择合适型号、压力

以及长度的压力袜，并且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密切监

察患者患肢的颜色和肤色，观察患者是否在应用过

程中出现肿胀或者穿戴合适的情况，如果穿戴位置

不合适，则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调节，避免患者由

于皮肤受压而出现创伤。开展患者的护理时，减少

压力对患者皮肤产生的损伤是预防压疮最常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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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所以如果家里有卧床休养的患

者，护理的人一定要帮助患者勤翻身，避免某些部

位时刻保持被压迫的状态，一般情况下来说，建议

每两个小时对患者翻身一次，可以将 12 小时分为 6
等份分别进行不同的体位选择，注意在翻身时一定

要将患者抬起，翻身到适当的体位后，才能够将其

放下，切勿靠拖拽的方式来帮助患者翻身，这是由

于拖拽有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摩擦力和剪切力，对于

患者的皮肤反而会产生损伤。 
（4）在训练前增强其功能激活训练，同时多进

行刺激训练，让患者将患肢去触碰不同软硬度、不

同材质的物品，让患肢组织有刺激感，帮助其尽快

恢复正常感知，让患者对患肢进行适当活动，包含

手指功能、掌功能、手腕功能等锻炼，帮助其功能

恢复更加平衡和协调。生活护理的主要目的是从生

活上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关爱，给予患者一个良好的

生活环境。尤其患者是在卧床休养期间，由于无法

正常活动，患者的心理状态往往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护理人员需要帮助患者掌握卧床后的生活起

居，缓解患者的便秘状况，并且预防腹胀，使患者

了解应该如何进行自我保健。在患者入院当天，就

应当由责任护士对患者进行有效健康教育，使患者

了解背部脊柱周围肌肉的按摩方式，护理人员需要

指导患者应当如何进行腹肌用力和饮水，帮助患者

练习抬腿运动，学会使用便器，必要时还可以指导

患者应用开塞露或者其他的通便方式。在对患者进

行护理时，由专业护理人员给予患者有效的心理健

康指导，尽量消除患者的心理负担，同时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患者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生理需求，以满足

患者的治疗效果。 
1.3 评价标准 
护理结束后对比分析两组的护理效果（患者脊

柱功能恢复情况、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生活

质量主要包含心理状态、活动能力、睡眠质量、生

活乐趣四大选项，满分为 10 分，分值越低说明脊柱

功能恢复越差。而脊柱功能恢复、疼痛程度评分标

准应用疼痛评分尺测量，满分为 10 分，每 1cm 则

代表 1 分，分值越低说明疼痛程度越轻。 
1.4 统计学方法 
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中将两组患者的观察

数据输入，并用（%）表示患者护理满意度，数据

应用 X2 检验，而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应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选择 T 值分析检验，若最终结果 P
＜0.05，说明组间数据对比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3.18%，显著优于对照

组的 77.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对比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对照组均不如实验

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脊柱功能恢复情况评

分对比，实验组显著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3。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44） 13 21 10 77.27% 

实验组（n=44） 21 20 3 93.18%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活动能力 心理状态 睡眠质量 生活兴趣 

对照组（n=44） 8.61±0.52 8.54±0.69 8.52±0.49 8.49±0.32 

实验组（n=44） 9.63±0.71 9.62±0.63 9.23±0.81 9.44±0.51 

表 3 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脊柱功能评分 疼痛程度评分 

对照组 44 8.52±0.32 7.51±0.83 

实验组 44 9.47±0.66 6.2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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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脊柱骨折是目前临床上常见的一种骨科病症，

随着近年来社会的不断发展，车祸等交通事故的发

生事件不断增多，导致脊柱骨折在临床上的发病率

有随之增高的趋势。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为了保

证患者的治疗效果，临床上主要选择手术方案对患

者进行治疗，而在这种治疗方案开展过程中，为了

保障患者的治疗效果，医务人员需要做好患者的护

理，最大限度地对并发症进行控制，才能使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得到提升。患者在出现脊柱骨折后会

有疼痛、肢体变形、局部肿胀等情况，同时还伴随

脊柱功能异常、障碍，其日常生活会受到影响[4]。

手术复位治疗是最常见的一种治疗措施，但骨折位

置的特殊性，导致复位难度较大，复位后移位的几

率较高[5]。 
实施保护动机理论的目的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5]，降低患者的痛苦，按照其恢复情况合理制

定运动方案，保证患者在最短时间内恢复[6]。进行

关节、手指、手掌、手腕等功能训练，能够增加肢

体的灵活性，而刺激性训练有助于促进肢体的感知

能力，让患肢功能恢复和健肢基本一致[7]。 
本次研究成果显示，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3.18%，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77.27%，同时脊柱功能

恢复情况也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比两组的

生活质量评分，对照组均不如实验组，对比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对于脊柱

骨折患者应用保护动机理论可以帮助脊柱功能快速

恢复，同时降低并发症，有助于提升护理满意度，

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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