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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放松护理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疼痛的影响效果分析 

赵 颖，曾祥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重庆 

【摘要】目的 探究心理放松护理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疼痛的影响效果。方法 择选选取神经根型颈

椎病患者 80 例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研究组，各 40 例，研究组应用心理放松护理，对照组应用常规

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疼痛程度与关节功能评分。结果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研究组护理后 SAS 评分、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各指标，P<0.05。研究组护理后睡眠质量评分

低于对照组，差异 P<0.05。研究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颈椎病患者实施心理放松

护理，可有效消除不良情绪，提高睡眠质量，促进治疗，减轻颈椎病患者的疼痛程度，提高关节功能，具

有显著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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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relaxation nursing on pain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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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laxation nursing on pain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relaxation nurs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pain degree and joint 
function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ain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P<0.05. The score of sleep quality after nursing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relaxation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bad emotions, improve sleep quality, promote treatment, reduce pain degre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improve joint function, and has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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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属于脊柱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因颈

椎间盘发生退行性病变、继发性颈椎退行性病变，诱

发脊髓、神经损伤类疾病。颈椎病以中患者为高发群

体[1].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社会严重，颈椎病患者数量

逐渐增多，其有效治疗成为临床研究的重点。神经根

型颈椎病为常见颈椎病类型，因双侧或单侧神经根受

累引起神经支配区运动、反射、感觉功能障碍，主要

致病原因是椎间孔狭窄[2]。当前，神经根型颈椎病可

采用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然而，患者在长期治疗中

出现自我怀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降低治疗依

从性，影响治疗效果。心理放松护理为新型护理模式，

广泛应用于临床，具有全面性、科学性等特点，有助

于消除不良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改善治疗效果[3]。

本文将以 80 例患者为对象进行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80 例为研究对象，分

为对照组、研究组，各 40 例，研究时间为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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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21 年 2 月。对照组，20 例患者是男性，20 例患

者是女性；最小年龄是 26 岁，最大年龄是 76 岁，年

龄平均值是（51.87±5.73）岁。研究组，21 例患者

是男性，19 例患者是女性；最小年龄是 28 岁，最大

年龄是 72 岁，年龄平均值是（51.71±5.23）岁。本

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执行，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对比法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确诊为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同意

该研究方法治疗患者；均熟知本研究，自愿参加的患

者。 
排除标准：资料不全；病情不稳定；已发抑郁症、

焦虑症等精神疾病；近期服用镇痛药物、接受其他治

疗；精神异常；不同意参与该研究患者； 
1.3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1）术前一日，与患者

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实施心理指导，并讲述手术治疗

安全性。指导患者的饮食，由巡回护士根据患者年龄

及手术预定时间，清晰讲解禁食水标准。结合尿培养、

尿常规检查结果，选择抗生素治疗，增加饮水量，需

超过 2000ml。完善有关检查，锻炼患者的床上排便、

有效咳痰、深呼吸、禁食禁饮，做好肠道准备。（2）
手术结束后，密切关注喊着体征变化，监测各项指标。

在患者意识清醒以后，向患者讲述手术成功，给予患

者鼓励。（3）功能锻炼：使用 JOA 量表对上肢功能、

下肢功能进行评估，分为 0-3 分。1）对于上肢：0
分者实施被动功能锻炼，包括肩前屈肌群激励训练、

肩外展肌群肌力训练、肩内旋肌群肌力训练；1 分者

实施简易工具能锻炼，在早期练习握拳、伸指、分指：

前臂内外旋转、肘屈伸等，15-20 次/组，每天 2-4 组；

卧弹性小球练习，用力握紧再缓慢放送，每小时至少

做 5 分钟练习；抬壁练习，15-20 次/组，每天 2-4 组；

评分为 2-3 分，实施重量、对抗练习，利用橡皮圈对

手指进行外展、伸指训练，腕关节掌屈、背伸的对抗

训练，利用哑铃或水杯进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的锻

炼。2）对于下肢：0 分者实施被动功能锻炼；双下

肢给予 CPM 机循环渐进锻炼，从 30°开始逐渐增加

角度，速度由慢刀块，每天 2 次，每次 30 分钟，肱

四头肌收缩可使膝关节伸直，肱二头肌收缩可使得膝

关节屈曲。1-2 分者加强下肢肌肉锻炼：关节制度，

等长收缩锻炼，即静力性肌肉收缩，在关节不活动的

情况下整个肢体的肌肉紧张用力，然后放松，每次

10-15 组，每天 3 次。3 分者加强下肢肌肉负重练习：

仰卧平躺在床上，线用最大力量把腿伸直，之后抬起

脚，大概太刀脚后跟距离创面 30cm 左右高度，注意

一定要膝关节伸直，这样才能充分动员肱四头肌的肌

纤维，每组 30-40 组，每天 3 次。（4）日常护理：

询问患者日常情况，掌握患者病情，对不良习惯及时

纠正。指导患者饮食，保持清淡饮食，减少辛辣、刺

激类食物的饮食。指导患者定期复查，结合患者的恢

复情况，制定改进措施。 
研究组实施心理放松护理：在对照组护理同时实

施以下护理：（1）故事分享：患者往往会伴随经愤

怒、无奈、悲伤、自我怀疑等负面情绪，在机体上会

出现失眠、恶心、等机体负面状况。采用故事分享方

法，由患者与同伴分享经历，在分享环节之中释放了

自身累积的负面情感，依靠讲述、哭诉等表述方式释

放自身的压力。患者在故事分享的进程中，医护职工

能够深入了解患者心理压力与自我定义，活动完成

后，依据相应内容予以针对性健康宣教方案，有利于

患者养成正确的病症观念，搭配临床医治开展宣传教

育。（2）利用网络平台互动沟通：有效应用网络资

源，落实护患、医患、患患之间的沟通交流。网络凭

条沟通重点是在医护职工支持患者沟通构建网站个

人账户。患者构建社会网络平台账户，有助于合理充

分释放自身的负面情绪，降低心理负担，因此，每周

在交流群内指导患者正确生活习惯、疾病预防与治疗

等知识。网络平台互动是一类开放、平等、共享、共

进的活动沟通方法，进而指导患者参与到健康宣教叙

事活动内，协助患者释放心理负担，医护职工凭借沟

通平台，及时深入了解患者的真实看法，同时落实合

理的健康宣教活动，一同承担病症所带来的影响。（3）
阅读与观看案例：定期引导患者凭借电影、纪录片、

电视节目等方法观看倾听其他人案例。协助患者寻找

医治病症的勇气与自信，正确看待自身的生命作用。

与说教类的健康宣教相较，患者更加可以凭借倾听其

他人案例，打消对病症的担忧，进而加强对病症医治

环节的认知程度。 
1.4 观察指标 
（1）评估患者疼痛程度，在护理前后，使用 VAS

量表评估患者疼痛情况；（2）使用 SAS 量表、SDS
量表评估患者抑郁、焦虑等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

（3）随后，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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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干预前后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估。（4）随后，

详细记录所有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评估治疗效

果，分为显效、有效与无效三个等级，疼痛症状消失，

臂丛神经牵拉试验为阴性，即为显效；症状改善，臂

丛神经牵拉试验呈阴性、弱阳性，即为有效；不满足

以上情况，即为无效。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使用 T 检验，

应用±表示；计量资料使用ꭓ2 检验，应用%表示，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疼痛程度 
护理后疼痛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疼痛程度（X±S）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0 5.43±1.53 2.74±0.93 

研究组 40 5.51±1.65 1.56±0.78 

T / 0.8238 6.5231 

P / 0.4406 0.0000 

2.2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对比 
研究组护理后 SAS 评分（23.26±6.18）、SDS

评分（23.26±6.18）均优于对照组各指标，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对比（x±s） 

组别 n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0 50.53±6.36 34.82±5.79 51.17±6.28 33.74±7.19 

研究组 40 50.61±6.58 23.26±6.18 51.61±6.36 23.26±6.18 

T / 0.6893 6.9534 0.7247 7.0534 

P / 0.5623 0.0000 0.6172 0.0000 

2.3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对比 
研究组护理后睡眠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

P<0.05。如表 3。 
2.4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护理后，研究组患者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4 所示。 
表 3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比较（X±S）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0 9.67±1.84 7.68±1.12 

研究组 40 9.41±1.67 5.53±1.54 

T 值 / 0.8922 6.9056 

P 值 / 0.3176 0.0000 

表 4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40 
13 

（32.50%） 
15

（37.50%） 
12

（30.00%） 
28

（70.00%） 

研究组 40 
20

（50.00%） 
16

（40.00%） 
4 

（90.00%） 
36

（90.00%） 
ꭓ2 / / / / 4.0530 
P / / / / 0.0441 

3 讨论 

颈椎病是因颈周关节、软组织发生继发性病理变

化，使得周围相邻椎体出现增生或者病变，引起神经

根刺激或者压迫，主要特征为颈椎间盘病变，主要症

状为麻木、少汗、头颈肩臂放射痛等[4]。当前，人们

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不断改变，颈椎长时间异常应

力引起颈椎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多，且呈年轻化发展。

神经根型颈椎病为常见类型，在颈椎病患者中约占

50%以上，主要诱发因素是颈椎退行性变化，而局部

创伤或长期劳损也可诱发疾病。颈椎病手术治疗属于

强烈应急预案之一，极易引起多种非特异性心理与生

理反应，如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呼吸急促、精神紧

张等，严重者出现应激反应综合征。非全麻手术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意识清醒，在术前清楚认知此状态，这

就使得术中焦虑、紧张等情绪加剧，对手术进程产生

影响。 
心理放松护理是心理医学在关心、温暖与共情的

人文关怀基础下，将现代心理学之中的医治形式、思

想以及策略与临床护理工作充分融合，所诞生的一类

全新的心理护理形式与策略[6]。本次研究结果可见，

研究组护理后疼痛评分、治疗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放松护理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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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患者的行为、认识与情绪，针对引起消极情绪、异

常行为等因素实施缓解，将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

动起来。颈椎病手术患者在术前实施心理护理，讲述

注意事项，并实施针对性心理疏导，缓解患者手术恐

惧，保持积极乐观态度进行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由

护士给予情感支持、精神支持，保持轻松愉悦状态完

成手术，继而有效稳定血压、心率等指标。 
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若存在焦躁、抑郁等负性情

绪时，将影响睡眠质量，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

心理放松护理展开的过程中从多个时间段为患者展

开心理疏导帮助患者在各个阶段均以积极的心态面

对疾病，且护理人员积极与患者交流沟通，掌握真实

想法，在交流中获取患者需求的护理服务，并展开针

对性的护理服务使患者等生理、心理及精神层面的护

理需求，继而提高睡眠质量[7]。本次研究结果可见，

研究组护理后 SAS 评分（23.26±6.18）、SDS 评分

（23.26±6.18）均优于对照组各指标，P<0.05。研究

组护理后睡眠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 P<0.05。有
学者[9]选取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为对象，分为两组，

部分患者应用常规护理，部分患者应用心理放松护

理，结果可见，心理放松护理组患者的负性情绪评分

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该学者表示，心理放松护理具

有综合性、全面性、规范性等特点，制定了结合患者

具体病情的护理方式，护理人员对患者的时刻关心交

流，鼓励患者家属也多关心患者，患者感受到家的温

暖，有助于消除负性情绪，得到满意评价[10]。 
4 总结 
综上所述，颈椎病患者实施心理放松护理，可有

效消除不良情绪，提高睡眠质量，促进治疗，减轻颈

椎病患者的疼痛程度，提高关节功能，具有显著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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