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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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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效果。方法 时间：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对象；接受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的患者共 26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

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围手术期综合护理，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以及生活质量。结果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通过予以接受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综合护理干预，可显著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确保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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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perioperative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scoliosis 
undergoing orthopaedic surgery. Methods time: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4, object; A total of 26 patients receiving 
orthopaedic surgery for congenital scoli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erioperative comprehensive nursing.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erioperativ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aedic surgery for congenital scoliosi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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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天性脊柱侧弯患者中，女性的发病率＞男性，

在李卫平[1]以及刘显英[2]等人的研究中显示：现阶段我

国先天性脊柱侧弯疾病的发生率约为 1%左右，且。对

于先天性脊柱侧弯患者来说，其会形成一个存在弧度

的脊柱畸形，多数患者存在脊柱的旋转以及矢状面上

后突的增加或减少，会存在较大的机率使得患者心脏

以及呼吸功能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可使得胸腔、腹腔

以及骨盆腔的容积量出现显著降低，对患者的健康以

及生活质量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对此类患者进行干预

的过程中，保守治疗以及手术治疗属于主要的干预模

式，其中手术治疗具有较高的应用频率，如后路椎弓根

螺钉内固定术等，均可显著改善患者病情状态，但围术

期的配合仍是改善最终干预效果的关键，如在王燕等[3]

人的研究中显示：通过落实先天性脊柱侧弯患者的围

手术期护理，可显著提升患者的恢复效果。本文将探究

分析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效

果，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对象；接受先

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的患者共 102 例，分组：随机

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共 13 例，男 6 例，

女 7 例，年龄为：5-16 岁，平均年龄（12.76±3.49）
岁，观察组患者共 13 例，男 5 例，女 8 例，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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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岁，平均年龄（12.88±3.80）岁，两组一般资料对

比，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遵循医嘱以及院内各项相关规章制度，予以患者

病情监测、用药指导、生活指导以及饮食指导等常规护

理措施。 
1.2.2 观察组方法 
（1）术前：①强化健康教育，由于患者均为小儿

以及青少年群体，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使其难以有效

掌握自身疾病的相关知识，需在护理过程中强化与患

者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使其能够基本掌握疾病相关

知识，明确手术的基本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等，为患者及

其家属树立正确的认知，同时告知其遵医行为的必要

性，确保患者及其家属在整个干预过程中配合度与依

从性的提升。 
②落实心理护理，对于先天性脊柱侧弯患者来说，

此类患者年龄偏小，会存在担忧今后学业、工作的情

绪，同时加上长期以来自身外形方面的缺陷，使其出现

焦虑、自卑甚至抑郁的情况，此类情绪均可对患者身心

状态造成进一步的影响。需由护理人员强化与患者的

交流频率，及时应用心理状态评估工具，明确患者心理

状态，予以其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引导，最大程度地消除

其负性情绪，同时可为患者列举治疗成功的案例，以提

升其早日康复的自信心，确保患者能够以最佳的身心

状态接受手术。 
③开展术前功能训练，先天性脊柱侧弯患者多存

在呼吸肌发育状态不良、收缩能力差，通气功能偏低的

情况，同时胸廓部位的畸形可使其肺部组织的发育受

到明显的影响，使其肺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

需在术前引导患者开展术前功能训练，A.引导患者开

展呼吸操训练，指导其开展深呼吸、咳嗽、咳痰以及吹

气球等类型的训练，促进患者肺部扩张，保持呼吸道的

通畅状态，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同步强化体位训练，如

手术过程中需应用俯卧位完成手术，则可于术前开展

针对性的体位训练，以提升患者胸廓以及皮肤的耐受

程度。B.术前功能活动训练，多数情况下，患者在术后

具有较长的卧床时间，饮食、排便以及锻炼等类型的活

动均需于床上完成，因而需于术前落实功能活动训练，

确保患者术后的恢复效果。C.唤醒实验指导，指导患者

取俯卧位进行闭目休息，过程中由护理人员为患者发

出指令，指导其活动双脚或是脚趾，最大程度地降低患

者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机率。 

（2）术后：①重视对于脊髓神经功能的监测与护

理，在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后，会存在一定的机率

由于脊髓牵拉出现脊髓水肿、供血障碍或是硬膜外血

肿压迫等情况，此类不良情况均可诱发脊髓损伤，因而

术后需强化对于患者双之下状态、活动情况以及感觉

的监测，尤其是术后 24h，及时明确患者的异常情况，

并告知相关医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②开展切口以及管道护理，对患者引流液心智、总

量加以记录，合理的应用护理标识，落实管道的护理，

确保引流管道管道的持续性通畅状态，避免其出现移

位、扭曲、受压或是脱出，保持患者切口的持续性干燥

状态，明确切口是否存在肿胀等不良情况，及时加以干

预，定期协助患者进行翻身，于皮肤薄弱部位防治软

枕，降低褥疮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7-8]。 
③呼吸道管理，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的麻醉

方式为全麻，患者气管黏膜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刺激，进

而使其出现咽喉部疼痛，影响其自主排痰，提升肺部并

发症发生率。术后及时予以患者低流量吸氧，雾化吸入

等措施，同时定期落实翻身、叩背、咳嗽指导等，促进

患者痰液的排出，保持其呼吸道的持续性通畅状态。 
④疼痛指导，由于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创面

更大，术后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明显的疼痛症状，如未能

引起重视，则会存在较大的机率诱发应激反应。术后及

时开展疼痛护理，应用 VAS 评分明确患者疼痛程度，

对于可耐受的患者，可通过播放视频、音乐或是聊天等

方式，转移其对于疼痛的注意力，对于疼痛严重的患

者，遵循医嘱予以患者止痛剂或是镇痛泵干预。 
⑤术后功能训练，以患者年龄、体质指数以及恢复

情况为基础，落实术后功能训练方案的制定，早期主要

以双足背伸运动以及抬腿运动为主，每日 3 次，每次 5-
10min，逐步过度为屈曲性功能训练以及肺部功能训练，

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避免过度劳累，术后 1 周左右可

逐步引导患者开展床下训练，确保恢复质量的提升。 
1.3 观察指标 
1.3.1 并发症发生率 
包括创面感染、褥疮、神经功能受损。 
1.3.2 生活质量 
采用 SF-36 量表评定。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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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例,(%)] 

组别 例数 感染 褥疮 神经功能受损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13 3 2 1 46.15％ 

观察组 13 1 1 0 15.38％ 

χ2 - - - - 4.887 

P - - - - 0.027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 sx ± ） 

组别 例数 生理职能评分 心理职能评分 社会功能评分 环境领域评分 情感职能评分 

对照组 13 （22.973±5.849）分 （18.957±3.599）分 （17.998±3.021）分 （18.221±3.976）分 （18.05±4.06）分 

观察组 13 （32.796±±7.259）分 （28.340±5.855）分 （27.438±6.336）分 （26.767±5.519）分 （27.89±3.59）分 

t - 6.013 10.511 8.742 11.106 11.081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所示： 
2.2 两组生活质量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所示： 
3 讨论 
先天性脊柱侧弯属于发生率相对较高的先天性疾

病，其中 8-16 岁的青少年属于此类疾病的高发群体，

主要以双下肢不等长、骨盆倾斜、肌肉凸侧组织薄弱等

为主要表现。该疾病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出现畸形情

况，如果患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不仅会影响手

术的成功率，同时可提升神经功能损伤的风险，因而及

时落实手术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手术期间的护理配合

仍属于改善患者最终恢复效果的关键因素[4-5]。 
本次研究应用了围手术期护理模式对患者进行干

预，发现观察组在并发症发生率以及生活质量方面均

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该护理模式可

显著改善患者恢复效果，确保其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彭

虹菊[6]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分析其原因认为：通过术

前健康教育，保障了患者配合度与依从性，配合心理护

理以及术前功能训练，最大程度地改善了患者身心状

态，确保其能够以最佳的状态接受手术。术后落实对于

患者的强化病情监测、脊髓神经功能护理、切口管道护

理、呼吸道护理、疼痛护理以及功能训练等，有效消除

了影响患者恢复的潜在危险因素，同时有效控制了患

者并发症的发生率，进而确保最终护理效果的提升。 
综上所述，通过予以接受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手

术患者围手术期综合护理干预，可显著降低患者并发

症发生率，确保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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