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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护理观察 

卢祥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观察康复护理对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患者心理情绪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4 月收入的 82 名，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进行两组均分单组设置 41 名患者，分别

记录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应用康复护理护理后。比较两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神经功能评分、满意度、生活质量等指标，评估患者的个体状况。结果 两组的 SAS、SDS、神经功能评

分相比，对照组高于实验组，数据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5.00%，显著优

于对照组的 7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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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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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将康复护理应用于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患者的护理中，能够使其情绪得到舒缓，避

免存在不良情绪而影响治疗，缩短患者的预后恢复时间，对患者来说还能节约住院费用，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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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effects 
of spinal fracture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82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and spinal cord 
injury who received income from September 2018 to April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nd 41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single group, which were record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The SAS and SDS scores,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s,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the individual conditions of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SAS, SDS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5.0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77.50%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P<0.05). Comparing the pain severity score and spinal function recovery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pplying rehabilitation nursing to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and spinal cord injury can 
relieve their emotions, avoid bad emotions that affect treatment, shorten the prognosis and recovery time of patients, and 
save hospitalization costs for patient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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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是骨科常见病和多发病,主

要因外伤引起,目前临床多采用复位内固定手术方法治

疗[1]，多数患者术后需转回家中继续休养,饮食控制及

功能锻炼由家属进行管理,但多数家属缺乏专业护理知

识,无法为患者饮食需求及下床活动功能锻炼提供有效

帮助[2]。因此,康复护理是提高患者出院后饮食及下床

活动功能锻炼依从性、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的关

https://ijnr.oajrc.org/�


卢祥梅                                                                脊椎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护理观察 

- 93 - 

键[3-5]。康复护理是在传统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患者更多

护理服务，其中包含心理护理、饮食护理、术前术后

的各项护理工作。观察康复护理对脊柱骨折合并脊髓

损伤患者心理情绪的效果，以下为实验过程和结果。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4 月收入的 82 名，脊

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进行

两组均分单组设置 41 名患者，分别记录为对照组与实

验组。实验组患者的年龄处于 23-52 岁之间，中位值

（30.6±2.1）岁，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分别有 22 和 19
例，对照组患者的年龄处于 22-51 岁之间，中位值（31.3
±2.5）岁，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分别有 20 和 2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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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诊断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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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患者实施传统护理，包含病房护理、手术

前告知患者应注意的事项等。实验组患者同时加上康

复护理，详情如下： 
（1）患者入院以后就应由专门的护理人员进行对

接，向患者详细讲解医院的环境和医生具体情况，让

患者的陌生感消除，帮助患者进行各项检查，确定治

疗方案以后方可告知患者手术具体过程，告知其手术

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建立康复

护理小组及下床活动功能锻炼管理手册，患者每日测

量后在测量表上记录自己锻炼的时间、频率，行动困

难度以及自己锻炼的心得，建立锻炼微信群，定时督

导患者康复训练及观察训练效果，及时给予指导。 
（2）在患者完成手术回到病房后，护理人员需要

针对患者的个体状况开展有效的综合病房护理，首先

需要为患者建立一个良好的病房休养环境，使患者在

病房内能够得到来自于护理人员的关怀。而病房内还

需要按要求开窗通风，根据患者的临床病情为患者进

行一定的肢体固定，避免患者由于疼痛或其他因素出

现一定的活动，进而影响患者的康复。而值得注意的

是，在开展患者的病房护理时，由于不同患者的疼痛

感有所不同，所以护理人员应当做好患者的积极交流

告知患者治疗结果，并要求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保持良

好的心态，使后续治疗工作能够更为顺利的开展。 
（3）心理护理是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患者在接

受护理工作时最重要的一项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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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人员可以询问患者的疼痛，感受并了解患者的疼

痛感，根据患者的疼痛评分为患者选择合适的镇痛方

式，必要时选择药物镇痛。 
（4）首先需要告知患者早期康复训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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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简单的坐起、伸展等运

动，每次进行 10 分钟即可，每天进行 4 次左右。在运

动过程中，需要时刻注意患者的动作是否规范，询问

其是否有不适、疼痛等，保证脊柱属于中立位，不能

进行旋转动作，且按照患者身体耐受性合理调整运动

强度和频次。在训练前增强其功能激活训练，同时多

进行刺激训练，护理人员可以采用不同类型的物品触

碰患者的背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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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要求

患者在护理人员或家属的帮扶下下地进行运动，帮助

其功能恢复更加平衡和协调。在病人的随访中，护理

人员应以与患者的沟通为主要工作。通过与患者积极

有效的沟通，了解患者的治疗需求，明确不同疾病患

者的认知水平，提高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协调性。因

此，护理人员在护理病人时，需要与患者和家属沟通，

避免发生护患纠纷，家属应通过合理沟通，进行深入

沟通，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1.3 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的 SAS和 SDS评分、神经功能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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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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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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中所有实验数据均由统计人员录入

Excel 表格后，采用统计软件 SPSS19.00 进行实验统计

学计算。文中护理满意度（%）和住院时间、SAS 和

SDS 评分（均数±标准差）分别选择、χ2、T 值进行统

计分析，若各实验结果中 p<0.05，则说明本次研究存

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SAS 与 SDS 评分对比 

两组的 SAS、SDS、神经功能评分相比，对照组

高于实验组，数据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5.00%，显著优于对照组

的 7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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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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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两组患者 SAS 与 SDS 评分对比 

组别 
SAS SDS FMA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41） 58.64±6.58 20.01±5.54 56.71±6.45 47.75±6.01 42.63±4.21 38.04±7.12 

实验组（n=41） 59.12±6.71 35.32±4.46 55.47±6.52 37.71±5.42 41.98±5.03 23.85±6.95 

T 0.8592 9.2947 0.6289 9.1789 0.9812 9.0647 

P 0.2618 0.0000 0.6268 0.0000 0.2632 0.0000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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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7 15 9 78.05% 

实验组（n=41） 21 18 2 95.12% 

χ2    9.2817 

P    0.0000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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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乐趣 

对照组（n=41） 8.61±0.52 8.54±0.69 8.52±0.49 8.49±0.32 

实验组（n=41） 9.63±0.71 9.62±0.63 9.23±0.81 9.40±0.51 

T 9.2887 8.2963 9.1526 10.2624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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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8.52±0.32 7.51±0.83 

实验组 41 9.47±0.66 6.26±0.49 

T  10.6329 10.3628 

P  0.0000 0.0000 

 
3 讨论 
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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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祸等交通

事故的发生事件不断增多，导致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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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在临床上的发病率有随之增高的趋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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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而在治疗的同时，更加对护理工作进行关注，随

着护理理念的更新，对患者的护理不仅是停留在基础

护理上[10]，而是更加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本次实验

给予患者康复护理，从各个方面给予患者护理和关心，

讲解治疗成功的案例，目的是提高患者的治疗配合度。

在临床研究中发现综合护理干预对于脊柱骨折合并脊

髓损伤患者开展护理，能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

果，并且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通过全面且有效的护

理，能够大大提高患者的治疗配合度以及依从性，对

于患者后续治疗工作的开展来说有积极意义，而术前

准备和术中护理能够使患者的手术过程更为顺利的进

行术后护理[11-12]，也能够有助于降低患者的并发症发

生率。 
综上所述，将康复护理应用于脊柱骨折合并脊髓

损伤患者的护理中，能够使其情绪得到舒缓，避免存

在不良情绪而影响治疗，缩短患者的预后恢复时间，

对患者来说还能节约住院费用，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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