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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用于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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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延续护理用于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的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于 2021年 4月-2023年
4月收治的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 80例，并将其均分为延续组与对照组，每组 40例。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

理干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延续组患者延续护理干预，比较护理效果。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延续组患者出

院后 6个月的抑郁、焦虑指数更低，生活质量评分与护理满意率增长明显，组间数据差异较大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给予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延续护理干预，不仅能够显著缓解患者不良情绪，还能显著提升患

者的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率，值得临床推广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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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care on spinal fracture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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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care on spinal fracture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Method
80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and spinal cord injuri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1 to April 2023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 continu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rovide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and provide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the continuation
group patients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and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s.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inuation group had lowe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dices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 and their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ata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and
spinal cord injury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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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骨折常发生于上腰段及下胸段，常见病因为

间接暴力，常见于老年人及青壮年男性，其典型症状

为疼痛、活动受限及疼痛等，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者

可有不同程度的运动障碍以及感觉障碍等[1]。脊柱骨折

伴脊髓损伤的常见治疗方式为整复、固定后行康复治

疗以及手术治疗。随着对该疾病认识的加深及护理方

式的进步，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的临床护理方式也较

为多样，常见的护理方式为常规护理、优质护理、全

面护理及延续护理等。每种护理方式均已减轻患者症

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轻患者运动障碍以及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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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等为护理原则，但其护理内容有着细微差异，因

此会产生不同的护理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减少患者负面情绪，本文

拟对比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中常规护理与延续护

理在抑郁、焦虑指数、生活质量评分与护理满意率上

的差异，以期进一步提高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的护理

水平，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护理体验。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21 年 4月-2023年 4 月收治的脊柱

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 80例，并采取随机数字列表法将

其均分为延续组[40例，男性 21例，女性 19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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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8）岁，平均年龄（54.23±23.74）岁，受伤部位

具体为：颈髓 10例，腰骶髓 17例，胸髓 13例，受伤

原因具体为：交通事故 21 例，坠落伤 11例，重物砸

伤 8例，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患者延续护理干预]与
对照组[40例，男性 22例，女性 18例，年龄（32~78）
岁，平均年龄（54.21±23.35）岁，受伤部位具体为：

颈髓 9例，腰骶髓 16例，胸髓 15 例，受伤原因具体

为：交通事故 23例，坠落伤 12例，重物砸伤 5 例，

给予患者常规护理干预]。经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资

料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经临床诊断与医学检查均

确诊为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②所有患者均同意参与

本研究；③相关研究内容均已上报至医院伦理委员会

并已获批准。

排除标准：①患有精神障碍疾病或丧失认知功能

者；②合并患有其他身体器官组织恶性肿瘤者；

1.2方法

1.2.1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其护理方法具体

为：（1）心理护理：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会使得患者

出现焦虑、紧张以及烦躁等不良心理情绪，严重者甚

至会对后续治疗造成不良影响。针对这一情况，护理

人员应在治疗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并对其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为患者详细讲解所患疾

病的相关基础知识，对于部分患者所提出的相关疑问

进行耐心解答，消除患者疑虑。另外，护理人员还可

采取一些适当的外部干预手段如播放音乐、交谈趣事

等转移患者注意力，进一步缓解不良情绪，为后续治

疗的顺利开展创造有利条件；（2）饮食指导：饮食合

理搭配在疾病治疗与恢复期间作用显著，因此，护理

人员应为患者提供合理健康的饮食指导，叮嘱患者多

食用膳食纤维与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日常饮食应

注重蔬菜、水果的摄入，叮嘱患者多喝水，以起到预

防便秘的作用。

1.2.2延续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延续组患者延续护理干预，

具体方法为：（1）建立护理小组：科室应选取工作经

验丰富的护理人员组成延续护理小组，并定期为小组

成员开展延续护理相关知识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护

理人员的护理水平；（2）护理方案制定：患者出院时，

护理人员要为患者建立一份详细的个人档案，记录患

者联系方式、住址等基本资料，以便于后续为患者提

供延续护理。另外，还应制定一份详细的延续护理方

案与随访计划表，对后续护理提供流程指导；（3）居

家日常指导：护理人员应指导家属为患者选择通风效

果较好的卧室进行休养，并对卧室地方进行有效的防

滑处理，避免出现摔倒，从而加重病情。另外，还应

叮嘱家属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联系相关护理人员，

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4）健康知识讲解：护理人

员应对患者居家休养期间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相应解决，

积极解答家属提出的相关疑问。定期为患者家属讲解

有效的按摩方法，叮嘱家属饭后半小时可对患者腹部

进行按摩，以起到帮助消化，预防便秘的目的。（5）
康复运动指导：护理人员可以随访所得结果为依据，

为患者提供科学合理的康复运动指导，为患者制定一

份适宜的运动计划。

1.3观察指标

本研究主要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出院后 6
个月的焦虑、抑郁心理状态评分以及生活质量评分。

1.3.1护理满意率

患者护理满意率主要采用科室自制问卷调查的方

式进行统计，问卷总分设置为 100分，依据分值标准

将护理满意情况分为满意（不低于 90分）、较满意（70
分至 89分之间）以及不满意（低于 70分）三个等级。

注：护理满意率=（满意例数+较满意例数）/总例数

*100%；

1.3.2焦虑、抑郁心理状态评分

主要采用焦虑情况自评量表（SAS）和抑郁情况

自评量表（SDS）在护理后对患者焦虑抑郁心理状态

进行评价，以 50分为心理分界线。超过 50分表示患

者存在抑郁、焦虑情绪，且分值越高即说明该患者焦

虑、抑郁心理状态更严重。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χ±s）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检
验与χ2检验，P＜0.05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比较

经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具体为：①延续

组 40例患者中满意例数为 16例，较满意例数为 23例，

不满意例数为 1例，护理满意例数为 39例，护理满意

率为 97.50%；②对照组 40例患者中满意例数为 10例，

较满意例数为 18例，不满意例数为 12例，护理满意

例数为 28 例，护理满意率为 70.00%；χ2=11.114，
P=0.001，数据有明显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2两组患者出院后 6个月的焦虑、抑郁心理状态

评分比较

经比较，延续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的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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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状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数据有明显差异（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出院后 6个月的焦虑、抑郁心理状态评分比较（χ±s）

组别 例数 SAS（分） SDS（分）

延续组 40 37.62±3.29 36.45±4.23

对照组 40 47.32±4.21 48.33±5.32

t - 11.482 11.055

P - 0.001 0.001

3 讨论

临床实践表明，脊柱骨折的发生率约占全身各部

位骨折的 7%左右，且患者常伴随脊髓损伤、马尾神经

损伤等，严重者可发生瘫痪，危及生命。从发病人群

看，脊柱骨折常发生于肢体活动不灵活的老年人、罹

患类风湿或肾病等慢性病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2]。

脊柱骨折在临床上依据骨折部位可分为腰椎骨折、胸

椎骨折以及颈椎骨折。其中颈椎骨折依据暴力作用的

方向可分为屈曲旋转型损伤、伸直型损伤、屈曲型损

伤等[3]。

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后，患者损伤平面以下的感

觉、自主神经及括约肌等会发生损害，因此，患者可

能会出现尿失禁、尿潴留、行走困难等症状[4-5]。脊柱

骨折伴脊髓损伤的临床护理方式中，常规护理常以加

强日常护理、心理护理、饮食指导等方式对患者进行

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患者负面情绪，提高临床

治疗效果。但常规护理的护理内容具有统一性，即其

的应用基于多数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但脊柱骨

折伴脊髓损伤患者在临床上会有不同的症状，且患者

的疾病程度也不尽相同，且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后患

者的活动能力以及肢体运动功能会有不同程度的障碍，

患者也可能会因此产生较严重的负面情绪[6-7]。在脊柱

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的护理中，延续护理以建立护理

小组、制定护理方案、居家日常指导及康复运动指导

等为主要手段，旨在进一步恢复患者运动功能、减轻

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制定护理方案以

“个性化”为出发点，明确了患者的个体差异性，居家

日常指导可方便患者后续恢复，康复运动指导可进一

步恢复患者的运动功能，因此其具有很强的临床优势[8]。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延续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的抑郁、焦虑指数更低，生活质量评分与护理满

意率增长明显，组间数据差异较大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给予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延续护

理干预，不仅能够显著缓解患者不良情绪，还能显著

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率，值得临床推广与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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