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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在老年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术后的应用分析 

陈 欢 

陕西省人民医院骨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研究在老年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术后康复护理工作中应用循序渐进是康复护理的临床效

果。方法 于我院骨科中选取 74 例老年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经临床检验后确认符合实验

入组标准，同时采取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配为两组，即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和使用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

的观察组，每组 37 例，对比其临床效果。结果 在实施干预措施后，应用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的观察组患

者，其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其次，观察组患者的 VAS 评分、JOA 评分和 BI 评分

也更优于对照组，（P＜0.05）。最后，观察组中仅出现 2 例并发症情况，发生率 5.4%，反观对照组则出现

8 例，并发症发生率 21.62%，相比之下更高于观察组，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老年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应用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有良好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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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gradual progress i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fter opera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compression fractures. Methods: 74 elderly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compression fractur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of our hospital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fter clinical examination, they were confirmed to meet the experimental entry criteria. At the 
same time, the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method, that is, the control with 
conventional care Comparing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37 cases in each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gradual 
rehabilitation nursing.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measures were implemente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applied gradual rehabilitation care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quality of life score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second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VAS scores, JOA scores and BI score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Finally, there were only 2 cases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an 
incidence of 5.4%, while 8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a complication rate of 21.62%,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data.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gradual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compression fractures has a 
good rehabilit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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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是临床常见骨科病症，多发

于老年群体，在其影响下患者会伴随有不同程度的

活动受限、疼痛等临床症状。老年人年龄大，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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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增加其身体状态也会逐步下降，而且大部分

老年人也会出现有骨质疏松问题，机体钙流失严重，

导致骨骼脆化，这也是导致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的主

要影响因素[1]。目前在临床治疗后，多需对患者实

施针对性的康复护理措施，重视提升康复干预，同

时据分析，采取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措施可以进一

步提高护理针对性，本次对照研究中便围绕对老年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实施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的

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中选取 74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时间为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均被确诊为胸腰椎压

缩性骨折，主要因交通事故、跌倒、高处坠落等因

素导致，符合实验入组标准，在入组后采取随机数

字法将患者分配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7 例。对

照组中男女比例 21∶16，年龄介于 63~75 岁，平均

年龄（71.02±2.63）岁；观察组中包括有 18 例男性

患者和 19 例女性患者，最小年龄 60 岁，最大年龄

79 岁，平均年龄（73.54±3.11）岁。对比来看两组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经影像学诊断后患者被确认为胸腰

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年龄＞60 岁；患者及家属均已

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有精神病史、肝肾功能异常或

存在脊柱手术史。 
1.2 方法 
于对照组中应用常规干预措施，需关注患者病

情变化，在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后给予基础护理、健

康教育等。 
观察组需使用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1）术前

综合护理：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会对患者身体造成严

重损害，需采取手术治疗。术前护理人员要及时为

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如讲解有关该病症的

基本健康知识、临床治疗方法、治疗方法的优势等，

同时要对患者提出的疑问进行详细讲解，使其心理

状态能够保持稳[2]。（2）建立团队：骨科护理管理

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于科室内选取若干名专业素质

过硬的护理人员成立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循序渐进式

护理小组，其中包括有医生和专科护理人员，在入

组后，要对其进行相应培训，使其可以具备更高的

综合素养，并且需搭配有适当的考核方法，保障小

组内所有护理人员均可真正适应循序渐进式护理工

作。（3）术后早期康复：在术后，要尽可能地让患

者保持卧床休息，需在其腰部下方放置软垫，持续

1~2 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要逐步提高软垫高度。

同时，在术后 6h，要以护理人员为主协助患者进行

被动训练，如踝泵运动，每天进行 3~4 次，每次 5min；
在 1 天后要练习轴线翻身，每间隔 2h 进行 1 次；在

术后 2 天、3 天均要指导患者自行翻身，并适当进

行屈膝、下肢伸缩等运动，每天 4~5 次，连续锻炼

2 周[3]。（4）腰背部肌肉训练：术后指导患者进行

腰背部肌肉训练十分必要，需根据患者术后时间来

采用不同的联系方法，如在术后 1 周需应用比较简

单的 5 点支撑法，术后 2~3 周转变为 3 点支撑法，

4~5 周可使用飞燕点水法等，如对于飞燕点水法，

指导患者保持俯卧位，颈部后伸，保持适当用力抬

起胸部，两膝伸直，同时脖颈部和腿部分别向上翘，

不断提高自身耐受力。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VAS 评分、JOA

评分、BI 评分和并发症发生率。 
①使用生活质量量表评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

量，包括有物质生活、身心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

功能四个方面，每一方面最高 25 分，分值越低表示

患者生活质量越低；②VAS 为视觉模拟法，用于评

估患者疼痛情况，范围为 0~10 分，分值越高患者疼

痛感越强烈；③JOA 评分用于评估患者的整体功能，

最高 29 分，分值越高表示患者身体功能越优；④BI
评分及 Barthel 指数，评估患者的自理能力，分值越

高表示患者自理能力越优[4]。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过程中的统计学处理工具选用 SPSS20.0，

使用“±”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表示计数资料，

分别使用 t、X2 检验，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有

统计学意义，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分析 
从表 1 分析可见，观察组物质生活、身体功能

等方面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于对照组，（P＜0.05）。 
2.2 疼痛及生活自理能力分析 
从表 2 分析可见，观察组患者的疼痛及生活自

理能力明显更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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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组别 n 物质生活 身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37 23.15±0.28 21.36±0.54 22.52±1.39 21.41±0.35 

对照组 37 15.02±1.36 16.19±0.36 19.22±1.53 18.14±1.25 

t 值  11.025 11.525 8.505 9.636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VAS 评分、JOA 评分、BI 评分比较（分） 

组别 n VAS 评分 JOA 评分 BI 评分 

观察组 37 2.16±0.53 18.58±1.63 57.05±6.44 

对照组 37 4.09±0.72 15.36±1.41 48.79±5.12 

t 值  6.339 7.825 13.636 

P 值  ＜0.05 ＜0.05 ＜0.05 

2.3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中仅出现 2 例并发症情况，发生率 5.4%，

反观对照组则出现 8 例，并发症发生率 21.62%，相

比之下更高于观察组，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在临床上非常常见，需采取

手术治疗，临床治疗中，也需在其围手术期间配合

针对性较强的护理干预对策，如此可促使康复护理

效果有所提高。本次研究中重点探究了循序渐进式

护理在老年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康复护理中的实际应

用价值，从表 1 分析可见，在接受循序渐进式康复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更高于对

照组，（P＜0.05）。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过程中，

重点进行了相应的康复护理方法，如表 2 可见，观

察组患者疼痛及生活自理能力以及并发症发生率也

更低于对照组，两组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对老年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实施

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可显著提高护理针对性，并进

一步缓解因该病症导致的疼痛及生活不能自理情

况，对促进患者康复有积极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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