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进展                                                                              2024 年第 3 卷第 8 期
Journal of Advances in Clinical Nursing                                                           https://jacn.oajrc.org/ 

- 166 - 

探究循证护理在脊柱疾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刘媚媚 

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  广西河池 

【摘要】目的 分析脊柱疾病护理用循证护理所起到的作用。方法 随机均分 2022 年 6 月-2024 年 5 月本院接

诊脊柱疾病病人（n=94）。试验组采取循证护理，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对比 VAS 评分等指标。结果 关于脊柱疾

病认知度：试验组高达（92.03±3.16）分，对照组只有（69.47±6.51）分，分析后发现：试验组数据更高（P＜
0.05）。VAS 评分：干预后：试验组低至（3.05±0.84）分，对照组高达（4.93±0.97）分，分析后发现：试验组

数据更低（P＜0.05）。满意度和护理效果：试验组 95.74%、97.87%，对照组 80.85%、82.98%，分析后发现：试

验组数据更高（P＜0.05）。并发症：试验组 4.26%，对照组 17.02%，分析后发现：试验组数据更低（P＜0.05）。

结论 脊柱疾病护理用循证护理，效果显著，病人的满意度也更高，并发症更少，疼痛感减轻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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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spinal disease nursing 

Meimei Liu 

Hechi City, Yizhou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chi, Guangxi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ol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for spinal diseases. Methods From June 2022 
to May 2024 (n=94).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s evidence-based care, and the control group does routine care. Comparast: 
VAS score. Results Regarding the awareness of spinal disease: up to (92.03 ± 3.16) in the test group and only (69.47±
6.51)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analysis, the data in the test group were higher (P <0.05). VAS score: After intervention: as 
low as (3.05±0.84) in the test group and as high as (4.93±0.97)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analysis, the data in the test 
group were lower (P <0.05).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effect: 95.74% and 97.87% in the test group, 80.85% and 82.98%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analysis, the data in the test group were higher (P <0.05). Complications: 4.26% test group, 17.02% 
control group, after analysis: lower data in the test group (P<0.05). Conclusion Evidence-based care, higher patient 
satisfaction, fewer complications and more significant pain reduction. 

【Keywords】Evidence-based nursing; VAS score; Spinal disease; Complications 
 
临床上，脊柱疾病作为一种常见病，主要包含脊柱

感染、脊柱骨折、脊柱肿瘤、脊柱畸形与脊柱退行性疾

病等，可损害病人脊柱功能，并能引起局部疼痛等症状，

危害性极大[1]。目前，医生可采取手术等疗法来对脊柱

疾病病人进行干预，但护士仍然需要重视病人治疗期

间的护理工作。临床实践表明，常规护理作为一种比较

传统的护理方式，一直以来都被运用于疾病的诊疗中，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医疗水平不断提升之后，这种

传统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病人在诊疗期间的实际需求

了，导致病人无法得到护士更好地照顾，进而对其疗效

与康复进程造成了影响[2]。循证护理主要是通过将寻找

到的循证依据与临床经验进行有机地结合，然后再为

病人制定系统性的护理方案，然后再贯彻落实各项护

理措施，以弥补常规护理所造成的缺陷，同时也能从各

个方面提升病人护理效果，让病人能充分体会到护士

对其的关爱[3]。本文选取脊柱疾病病人 94 名，病例纳

入的时间段是 2022 年 6 月-2024 年 5 月，旨在分析脊

柱疾病用循证护理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6 月-2024 年 5 月，本院接诊脊柱疾病病

人 94 名。研究纳入的所有病例都随机分组。试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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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21 人、男 26 人，年纪下限只有 19、上限达到 74，
平均（46.35±12.17）岁；体重下限只有 39kg、上限达

到 85kg，平均（61.26±8.39）kg。对照组：女 20 人、

男 27 人，年纪下限只有 18、上限达到 73，平均（46.72
±12.85）岁；体重下限只有 38kg、上限达到 86kg，平

均（61.47±8.92）kg。入组病例都有齐全的临床资料。

入组病例都知情本研究。入组病例沟通与认知功能都

正常，能配合完成各项指标的评估及调查工作。排除传

染病、孕妇、血液系统疾病、癌症晚期、失访、自身免

疫系统疾病、精神障碍与全身感染[4]。2 组年纪等相比，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内容经概括后有如下几点：带领

病人完善各项检查；向病人普及脊柱疾病的基本知识；

正确指导病人用药；告诉病人治疗期间需配合的一些

事项；做好病人的出院宣教等工作。 
试验组在完善对照组各项措施的前提下，增加使

用循证护理，其涉及的内容如下： 
（1）组建循证护理小组，主要是由科室主任、护

士、主治医生和护士长等构成，同时任命护士长为组长。

在小组范围内开展讨论，将查阅文献的关键字确定下

来，主要有脊柱疾病、预后、护理与疼痛感等，随后，

再将关键字在维普和知网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找到

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对文献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等作出评估，找到循证依据，最后再结合临床经验，制

定系统性且符合要求的护理计划。 
（2）优化诊疗环境，合理布局，酌情摆放绿植。

调整室温至 23-25℃，室内要避免强光直射，要保持良

好的通风状态。强化消毒力度，室内不能有异味，地面

应处于整洁状态。 
（3）将脊柱疾病的知识制作成宣传册，也可将之

录制成短视频，然后再通过微信等软件，将短视频发送

给病人，以便于病人随时下载观看。向病人解释治疗的

流程与目的，同时告诉病人治疗期间的配合要点，耐心

解答病人所提出的问题。 
（4）调整病人膳食结构，要求病人吃富含纤维素

和优质蛋白的食物。鼓励病人适当补充矿物质，告诉病

人要多喝水，多吃果蔬，不吃刺激与油腻的食物。 
（5）了解病人基本情况，评估病人疼痛感、心态、

病情与认知度等，询问病人当前的感受与既往病史等。

指导病人通过呼吸疗法与按摩等方式减痛，如病人疼

痛强烈，可酌情予以止痛治疗。 
（6）强化沟通力度，重点观察病人情绪变化。询

问病人内心的想法，知晓病人对疾病的态度，同时指导

病人通过正确的手段宣泄出心中的情绪。予以病人言

词上的鼓励和关怀，向病人介绍预后较好的脊柱疾病

案例。 
（7）让病人睡硬板床，让病人保持舒适的体位。

卧床期间，护士需将 2-3h 当作是一个周期，协助病人

轴线翻身 1 次。按摩病人肢体，检查病人皮肤状况，

查看病人下肢皮温与皮肤颜色等，如有异常，立即上报。 
（8）强化对病人进行保暖护理的力度，同时根据

病人的情况，指导其做伸膝、抬腿与屈膝等训练，10-
15min/次，2-3 次/d。 

1.3 评价指标[5] 
1.3.1 评估 2 组对脊柱疾病知识的认知度：其涉及

到的内容有脊柱疾病的病理知识、膳食要求、康复训练

内容与日常保健措施等。总分 100。 
1.3.2 疼痛评估。该项指标评估所用到的工具是：

VAS 量表，总分 10。评分和疼痛感的关系：正相关。 
1.3.3 满意度评估。该项指标涉及的内容有操作水

平、宣教情况和服务态度等。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
90 分、满意 91-100 分。最终结果计算：（一般+满意）

/n*100%。 
1.3.4 护理效果评估。（1）无效，活动受限与疼痛

等症状未缓解，脊柱功能未改善。（2）好转，活动受

限与疼痛等症状有所缓解，脊柱功能有所改善。（3）
显效，活动受限与疼痛等症状消失，脊柱功能恢复正常。

最终结果计算：（好转+显效）/n*100%。 
1.3.5 统计 2 组并发症（如，深静脉血栓，及便秘

等）发生例数。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使用的软件是 SPSS 24.0，χ²与 t 依次检

验的资料是计数与计量资料，并且，计数和计量资料也

用（%）和（x�±s）表示。统计学意义显著时，P＜0.05。 
2 结果 
2.1 脊柱疾病认知度分析 
对比评估之后获得的脊柱疾病认知度数据：试验

组高达（92.03±3.16）分，对照组只有（69.47±6.51）
分。分析之后发现：试验组认知度相较于对照组更高

（t=20.5147，P＜0.05）。 
2.2 疼痛感分析 
对比评估之后获得的 VAS 数据：未干预，试验组

（6.14±1.75）分，对照组（6.06±1.93）分，差异不显

著（t=0.5218，P＞0.05）；干预后：试验组低至（3.05
±0.84）分，对照组高达（4.93±0.97）分，分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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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试验组 VAS 评分相较于对照组更低（t=3.8122，
P＜0.05）。 

2.3 满意度分析 
对比统计之后获得的满意度数据：试验组，不满意

2 人、一般 16 人、满意 29 人，本组满意度高达 95.74%
（45/47）；对照组：不满意 9 人、一般 21 人、满意 17
人，本组满意度只有 80.85%（38/47）。分析之后发现：

试验组满意度相较于对照组更高（χ2=7.7039，P＜0.05）。 
2.4 护理效果分析 
对比评估之后获得的护理效果数据：试验组，无效

1 人、好转 14 人、显效 32 人，本组总有效率高达 97.87%
（46/47）；对照组：无效 8 人、好转 18 人、满意 21
人，本组总有效率只有 82.98%（39/37）。分析之后发

现：试验组护理效果相较于对照组更高（χ2=7.5142，P
＜0.05）。 

2.5 并发症分析 
对比统计之后获得的并发症数据：试验组有 2人，

占比是 4.26%，包含便秘者 1 人与压疮者 1 人；对照组

有 8 人，占比是 17.02%，包含便秘者 3 人、深静脉血

栓者 2 人、压疮者 2 人与感染者 1 人。分析之后发现：

试验组并发症相较于对照组更低（χ2=7.1956，P＜0.05）。 
3 讨论 
目前，脊柱疾病在我国临床上尤为常见，可损害病

人健康，同时也会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6]。通过正确的

手术治疗能抑制脊柱疾病的进展，但大部分病人都缺

乏对脊柱疾病的良好认知，且病人治疗时也容易受各

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有疼痛、并发症与环境等，使得

其无法更好的配合完成治疗，进而对病人的康复进程

造成了影响[7,8]。 
循证护理乃新型的护理方式，需要将找到的循证

依据融合到护士现阶段所掌握的临床经验当中，以确

保每项护理措施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从而有助于提升

病人护理效果，同时也能让病人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

中，都能得到护士全面性与持续性的照顾[9]。循证护理

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建立在有效且最佳的科学证据之上

的，且每项措施都充分展现了现代化的人文关怀理念，

能让病人切身体会到护士对其的关爱与鼓励。做好病

人的体位管理、训练指导、疼痛干预与保暖等工作，不

仅能缩短病人的康复时间，还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提高

病人身心舒适度[10]。强化沟通力度，侧重于病人情绪

的安抚，能消除病人不良心理，同时也能拉近护患关系，

减少护理纠纷发生几率。对环境进行优化，除了能改善

病人诊疗期间的舒适度之外，还能有效减轻病人的进

展与陌生感，同时也能有效预防院感等问题的发生。本

研究，对比评估之后获得的脊柱疾病认知度与护理效

果的数据：试验组更高（P＜0.05）；对比调查之后获

得的满意度数据：试验组更高（P＜0.05）；对比统计

后获得的并发症数据：试验组更低（P＜0.05）。病人

循证护理之后，各方面指标都显著改善，极少出现深静

脉血栓等并发症。 
综上，脊柱疾病用循证护理，效果显著，病人的并

发症也较少，疼痛感缓解更快，满意度改善更加显著，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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