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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对行局麻下椎间孔镜治疗的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室护理措施及效果

吴运玲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分析在对局麻下椎间孔镜治疗的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护理过程中开展手术室护理干预的作

用。方法 按照对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开展探究，纳入 2021年 2 月至 2022年 5 月进行手术治疗患者 68例为

对象，双盲法均分为对照组（34例，常规护理）和观察组（34 例，进行手术室护理干预）。分析两组患者

护理效果。结果 结合对两组手术期间心理状态，在 SDS、SAS评分上，干预前两组无差异，P>0.05，干预

后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对比两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以及住院时间，观察组各指标均低于对照组，

P<0.05。统计两组患者手术期间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在进行局麻下椎间孔镜治疗过程中开展手术室护理干预，可以改善患者在手术期间心理状态，提

升患者生活质量，有助于患者在术后较短时间内恢复，增加患者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局麻下椎间孔镜治疗；椎间盘突出症；手术室护理

To explore the nursing measures and effects of operating room for patients with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treated by intervertebral foraminiscope under local anesthesia

Yunling Wu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ole of operating room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patients with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treated by intervertebral foramen under local anesthesia.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comparative nursing observation, 68 patients who received surgical treatment from
February 2021 to May 2022 were enroll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34 cases,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34 cases, operating room nursing intervention) by double blind method.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DS and SA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y comparing 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operation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two groups, the
index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during the oper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arrying out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operating
room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patients under local anesthesia with thoracoscopy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during the oper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help
patients recover in a short time after operation, and increas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 Key words 】 Intervertebral foraminal endoscopic treatment under local anesthesia; Disc herniation;
Operating room nursing

椎间盘突出症属于临床较为常见的病症类型，

在中老年群体中较为常见，结合临床近几年实际接

诊情况可以发现，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该部分患

者的临床数量存在有明显增加的趋势。病症会导致



吴运玲 探讨对行局麻下椎间孔镜治疗的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室护理措施及效果

- 104 -

患者存在有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直接影响到患

者的正常生活。按照局麻下椎间孔镜手术治疗为当

前临床治疗该症最为有效方式，可以促使患者对应

症状迅速得到缓解[1-2]。为有效保障对该部分患者手

术治疗效果，更应当做好对应护理工作。本次研究

就主要对手术室护理干预在该部分患者护理中的作

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按照对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开展探究，纳入 2021
年 2 月至 2022年 5月进行手术治疗患者 68 例为对

象，双盲法均分为对照组（34例，常规护理）和观

察组（34 例，进行手术室护理干预）。在患者组成

方面，对照组中男性20例，女性14例，年龄在55—78
岁间，均值为（65.34±1.38）。观察组中男性 18例，

女性 16例，年龄在 54—79岁间，均值为（64.01±1.74）。
对比两组基本数据，P>0.05。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手术治疗期间接受常规护理，手

术前协助患者完成各方面检查和准确工作，告知患

者手术大致流程等。术中准确开展各方面护理配合

工作，密切关注各方面生命指标变化情况。术后做

好患者术口护理以及常规康复训练等。观察组在手

术期间则开展手术室护理干预：（1）术前干预。在

手术前，手术室护理人员需提前和患者进行交流、

沟通，了解患者心理状态，并引导患者将内心压力

进行倾诉，促使患者在术前可以保持乐观心理。术

前，护理人员需要做好各类仪器设备的核查工作，

包括术中所用设备数量以及种类等。准确评估患者

体质情况，评估患者在术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性症状

等。（2）术中护理。患者进入到手术室后，护理人

员需协助患者处在最佳位置，在患者受压部位可适

当放置软垫，并将胸部、骨盆处放置体位垫，准确

连接各类设备。因术中麻醉为局部麻醉，患者处在

意识清晰状态，手术期间护理人员需及时告知患者

手术进展，给与患者语言层面鼓励，告知患者不必

过于担忧，不得随意改变体位。护理人员准确开展

术中各方面护理配合，确保手术顺利性。准确评估

术中患者血压、心率等指标的变化，一旦出现异常，

则需第一时间告知医师。及时询问患者是否存在有

下肢麻木、疼痛症状加重的情况，是否存在过电样

疼痛，评估患者是否出现神经根损伤。在进行取髓

核操作时，护理人员需进一步了解患者疼痛症状，

确保术中清除组织的准确性，避免对患者神经根造

成损伤。

1.3观察指标

（1）借助 SDS、SAS 量表对患者在手术期间心

理状态评估[3-4]。（2）统计两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

间以及住院时间。（3）统计两组手术期间生活质量

以及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按照 SF-36量表评估。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各数据都借助 SPSS20.0进行处理，百分

数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测，计量数据则按照均

值±标准差表示，t检测，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两组手术期间心理状态对比

结合对两组手术期间心理状态，在 SDS、SAS
评分上，干预前两组无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

组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1。
2.2两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以及住院时间统

计

对比两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以及住院时间，

观察组各指标均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手术期间心理状态对比（χ±s）

组别 例数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4 45.54±2.67 34.13±2.75 46.41±2.13 34.42±2.05

对照组 34 46.02±2.17 40.65±2.42 46.05±2.42 41.68±1.88

t - 1.052 13.142 1.142 15.114

P - 0.624 0.001 0.56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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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以及住院时间统计对比（χ±s）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ml） 手术时间（min）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34 17.54±2.34 71.62±4.05 3.12±1.14

对照组 34 10.72±2.22 62.21±3.13 5.51±1.13

t - 11.052 12.048 8.525

P - 0.001 0.001 0.001

2.3两组护理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对比

在生活质量上，观察组为（79.74±2.12），对照

组为（70.02±1.64），对比 t=12.073，P=0.001<0.05。
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为 94.12%（32/34），对照

组为 82.35%（28/34），对比χ2=10.088，P=0.001<0.05。
3 讨论

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一直保持有较高接诊量，

对患者健康以及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存

在有一定治理难度，需要患者较长时间才能得到恢

复，病症诱发因素较为复杂[5-6]。按照局麻下椎间孔

镜手术对该部分患者进行治疗为当前临床治疗该症

最为有效方式，可以对病灶部位进行有效处理，缓

解疼痛等症状。

做好该部分患者在手术期间护理工作，可以为

患者尽快恢复创造有利条件。在手术前，手术护理

人员耐心和患者进行交流，做好患者心理疏导工作，

可以促使患者在术前保持平稳心态，有利于降低术

中应激反应发生率，增加患者配合度[7-8]。

综合本次探究，在对该部分患者术期护理过程

中可以及时开展手术室护理干预，提升对该部分患

者的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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