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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在颈椎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蒋 婷，马晓青

江苏省淮安市第八十二医院康复科 江苏淮安

【摘要】目的 分析康复护理在颈椎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22.05-2023.05月收治的 80例
颈椎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40例，使用常规护理）和观察组（40例，使用

康复护理）。对两组的护理效果进行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后均取得一定效果，但观察组在采用康复

护理后，其颈椎功能评分、症状恢复时间、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 在颈椎病患者护理中，采用康复护理能取得较佳的效果，可有效改善其颈椎功能，减轻其相关症状，提升其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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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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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 8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2 to Ma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40 cases, using routine care)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using rehabilitation care)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nalyze the nursing
outcomes of both groups. Result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care, 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better cervical function scores, symptom recovery tim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receiving rehabilitation care,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n achieve better result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cervical function,
alleviate their related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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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是人体脊柱颈段的骨头，共 7块。它们像砖

块一样叠加在一起，颈椎之间有椎间盘，有缓冲震荡

的作用。颈椎附近有重要的脊髓、神经、血管等结构

走行，也有韧带肌肉等维持颈椎的稳定性[1]。颈椎病是

指颈椎间盘退行性变，导致椎间枢轴、韧带等布局发

生退行性改变。这些退行性结构可以提取或刺激邻近

的脊髓、神经、血管等，导致一系列综合征的体征和

症状。本病的症状表现多样，不同类型的颈椎病表现

也不同。整体来看，最常见的症状是颈肩部疼痛和僵

硬[2]。因此，需对颈椎病患者采取有效护理措施。本文

研究了系康复护理在颈椎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现报

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择 2022年 5月至 2023年 5月我院收治的 80例

颈椎病患者作为研究工具。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40例，男 23例，女 17例，年龄 32-72岁，平均

57.63±4.66岁；病程 1-7 年，平均 4.72±2.58年）和观

察组（40 例，男 22例，女 18例，年龄 32-74岁，平

均 57.36±4.43岁；病程 1-8年，平均 4.58±2.37年）。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

准：两组患者均知晓本次研究内容，且已签署知情同

意书；两组均符合颈椎病相关诊断标准；临床资料完

整。排除标准：存在免疫系统疾病者；存在恶性肿瘤

者；存在严重心脑肾等器官疾病者；处于妊娠期或哺

乳期者；存在精神障碍者；存在认知障碍者；中途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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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研究者。

1.2方法

对照组由常规护理，包括饮食护理、日常生活护

理和健康教育。观察组采用康复护理，主要包括：建

立由一名护士长、一名副护士长和多名护士组成的系

统性康复护理团队。使用 PPT和其他方法培训成员熟

练掌握健康教育和其他与疾病相关的护理措施；收集

整理患者的疾病、职业、不良生活习惯和颈椎病知识

等信息。然后，根据数据的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护

理措施；向患者及其家属分发疾病知识手册和幻灯片，

教他们掌握治疗中的注意事项，使患者认识到疾病的

严重性，从而提高互助性；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

发现异常及时疏导，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树

立治疗信心，提高治疗依从性；指导患者采取正确的

睡姿，如完全放松、侧卧和仰卧。引导他们选择质地

柔软、透气性好、侧面凹的枕头，连接颈椎的心理曲

折，为头颈部提供牢固的支撑；急性期患者需要佩戴

合适的颈围，稳定患者的位置，根据生理曲度调整高

度，并保持颈椎处于中间位置。急性期后应切除颈围，

尽可能缩短颈围的使用时间，避免肌肉萎缩、颈关节

僵硬等并发症；指导办公室工作人员稍微向前倾斜头

部，保持头部、颈部和胸部自然弯曲的自然直立姿势；

椅子和桌子可以升高或降低高度，以减少头部和颈部

过度倾斜和向前伸展；对于那些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

的人，每 10分钟和每 1-2小时将头部和颈部向后倾斜，

左右旋转一次。注意不要过度拉伸；定期为从事电脑

操作、办公室工作、长期伏笔工作等人员进行功能康

复锻炼，包括颈肩锻炼、上肢屈伸、旋转等动作；教

患者如何自我按摩颈部，方法是用五个手指按压头皮，

梳理头发，从前到后按摩头皮，直到感觉疼痛为止；

抓住颈部，捏住肩部和颈部，在拇指和四个手指之间

施加相对的力，每天 2-3次，每次 10-20下；引导患者

进行肩部收紧训练，头部处于中间位置，颈部放松。

缓慢抬起肩膀 10秒钟，然后重复 10次。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颈椎功能评分进行对比，包括颈椎功能障

碍指数问卷（NDI，满分 50分，分数越低，障碍程度

越低）、疼痛视觉评估量表（VAS，满分 10分，分数

越低，疼痛程度越低）、颈椎病临床评估量表（CASCS，

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恢复越好）；对两组症状恢

复时间进行对比，包括疼痛恢复时间、麻木恢复时间、

颈椎功 能恢复时 间；采用生 活质量评估量 表

（WHOQOL-BREF）对两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主要

包括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环境功能，各

项总分均为 100分，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χ±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t检验。P＜

0.05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颈椎功能评分对比

观察组颈椎功能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两组症状恢复时间对比

观察组症状恢复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2.3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观察组生理功能为（83.72±3.38）分、心理功能为

（82.73±3.56）分、社会功能为（81.35±3.27）分、环

境功能为（ 82.61±3.19）分；对照组生理功能为

（72.73±3.55）分、心理功能为（74.16±3.58）分、社

会功能为（73.62±3.33）分、环境功能为（73.51±3.54）

分。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t=14.180，P=0.001；t=10.736，P=0.001；

t=10.475，P=0.001；t=12.078，P=0.001）。

3 讨论

颈椎病主要病因有：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这是

颈椎病发生和发展最基本的病因。由于颈椎间盘退行

性病变，导致椎间隙狭窄、颈椎稳定性下降，进而椎

间关节、韧带等退变，最终压迫和刺激相邻的脊髓、

神经、血管等结构，引起本病；损伤：急性损伤，如

头颈部外伤，可以使原本退变的颈椎间盘和颈椎损害

加重而引发本病[3]。25％40岁以下的人，50％40岁以

上的人和 85％60岁以上的人存在颈椎退行性变化。多

见于 50岁以上的人群，65岁的患病率可高达 95%[4]。

因此，需对颈椎病患者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颈椎病患者实施系统性康复

护理，观察组颈椎功能评分、症状恢复时间、生活质

量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其可有效改善患者颈椎功能，减轻其相关症状，

提升其生活质量。这是因为康复是指综合利用医疗、

社会、教育、职业和其他手段，对残疾人进行培训和

再培训，并降低他们的残疾状况，以尽量提高其活动

能力。而康复护理则是指在康复医学理论指导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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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生和其他康复专业人员密切合作，为康复患者

实践一般和专业护理技能，以实现全面康复。目的是

减轻病人的痛苦，改善他们的健康。此外，有必要避

免残疾的增长，降低残疾水平，并在最大程度上恢复

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使病人早日走向社会[5-6]。其主要

任务为：为患者提供直接的护理和舒适的康复治疗环

境、防止残障进一步加重、帮助患者接受身体残障的

事实并做好心理疏导、在康复组各成员间维持良好的

关系、配合实施各种康复治疗活动、协助患者重返家

庭和社会[7-8]。如本研究通过准确的初次评估、完整的

训练、实时追踪的再次评估以及根据训练者自身情况

不断调整的康复方案，从康复早期到后期，从单一肌

群训练到患者回归生活的功能锻炼，从而能够直接地

提高患者的功能动作水平，以达到改善其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的目的[9-10]。

综上所述，在颈椎病患者护理中，采用康复护理

能取得较佳的效果，可有效改善其颈椎功能，减轻其

相关症状，提升其生活质量。

表 1 两组颈椎功能评分对比（χ±s，分）

组别 例数 NDI VAS CASCS

观察组 40 8.62±4.18 2.33±1.27 93.24±5.06

对照组 40 12.53±4.57 3.46±1.48 80.13±5.67

t - 3.993 3.665 10.911

P -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症状恢复时间对比（χ±s，d）

组别 例数 疼痛恢复时间 麻木恢复时间 颈椎功能恢复时间

观察组 40 4.33±1.67 6.91±1.09 7.94±2.08

对照组 40 7.85±1.45 8.87±1.63 11.35±2.54

t - 10.066 6.322 6.569

P -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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