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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的中医延续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出院患者中的应用评价 

李 燕，荣 梅*，黎 星，成 琴 

昆明市中医医院骨伤科东风路病区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出院患者中探讨在微信基础上使用中医延续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

院接受手术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90 名进行分析，研究主题为基于微信的中医延续护理的效果，开展与 2021
年 8 月，2022 年 8 月完成本次研究也是所有数据的总结阶段，明确研究对象后，使用计算机相关软件进行相关资

料的收集和统计，同时根据护理方法完成分组，研究组采用常规出院健康宣教+微信基础上的中医延续护理，参

照组采用常规出院健康宣教，每个小组分被获取 45 名患者，对患者使用不同方法护理后，观察期间患者是否对

用药依从，疼痛情况是否发生改善，焦虑状态是否改善，复查时效果是否明显。结果 统计两组患者出院时的用

药依从性、疼痛评分和焦虑状态后进行比较，两组上述指标出院时无明显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复查时对上述指标重新评价，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均发生改善，比出院时优势明显，其中研究组的改善效果最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护理后 40 例患者康复效果均较好，故康复效果为（88.89%）；参照组患

者接受护理后有 6 例患者康复无效，康复总人数 34 人，占比（75.56%），由此可见，研究组满意度优势显著（P
＜0.05）。结论 在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出院后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采用中医延续护理，并合理地利用微信完成护

理协调，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情绪状态，并促进患者疼痛的缓解和用药依从性地提高，对康复效果的提升有着

积极作用，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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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basis of WeChat in discharged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who received surg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The research topic is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WeChat. In the closed-loop stage, after identifying the 
research objects, computer-related software was used to collect and count relevant data, and at the same time, grouping 
was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 , 45 patients were obtained from each group. After nursing th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methods, whether the patients complied with the medication, whether the pain condition improved, 
whether the anxiety state improved, and whether the effect was obvious during the re-examination. Results: After 
comparing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pain score and anxiety stat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t discharg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bove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discharge,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showed that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improved,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when they wer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mong them,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the study 
group was the bes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nursing, 40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had good recovery effects, so the recovery effect was (88.89%); 6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had no recovery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 who recovered was 34, accounting for 75.56%.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search group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satisfaction (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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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after discharge,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tinuous nursing, 
and the rational use of WeChat to complete nursing coordin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emotional state, 
and promote the pain relief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patients.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and is worth learning from. 

【Keywords】lumbar disc herniation; WeChat; TCM continuous care; application 
 
引言：为了进一步分析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接受

微信基础上的中医延续护理效果，本研究选择部分患

者应用该护理干预，并与同期选取相同人数的患者采

用常规护理，以此为基础获取对比数据，结合分析结

果作出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收治的 90例接受手术治疗的腰间盘突出症

为研究目标，研究期间为 1 年，即 2021 年 8 月起，2022
年 8 月终止。平均分到研究组和参照组各 45 例。所有

研究对象最小年龄 34 岁，最大 59 岁，（45.37±7.48）
岁为平均年龄，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接受护理的过程中采用常规出院指

导，护理人员在患者出院前 1d，对患者及家属开展全

面的健康教育，告知患者用药的重要性和饮食的规划，

同时嘱咐患者出院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加强腰

腿痛护理，指导其功能锻炼方法，并告知患者根据规

定进行复诊。对于患者提出的问题，护理人员要详细

解答。患者出院后定期进行随访，采用电话随访的方

法，每周 1 次，提前 3 天提醒患者复查。 
研究组患者的护理工作采用参照组护理方法的同

时，在患者出院后应用微信开展中医延续护理，具体

护理措施如下：（1）组建微信延续护理小组，选取骨

科专科护士组成，同时小组中还有包含骨科主治医师

和康复医师各 1 名。小组建立后，组织小组成员参加

培训，在此期间对延续护理的相关知识进行讲解，保

证个成员能够熟练掌握，同时培训相关成员的表达和

沟通能力，并进行微信相关操作的培训，以此提高小

组护理人员的综合能力[1]。（2）护理人员在患者出院

前收集患者及家属的微信号，家里关于中医延续护理

的微信群，通过微信群交流疾病的相关知识，并与患

者积极沟通，解答患者提出的相关问题。护理人员在

微信群中收治咨询服务，每天定时接受咨询并回答患

者的问题。（3）利用微信构建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中医延续护理的公众号，收集关于疾病健康教育的内

容，整理完成后通过公众号向患者推送，所推送的内

容需要经过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后发送，每周选取两个

主题进行推动，持续推送 3 个月[2]。公众号发送的主题

应该以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护理方案为基础，并对患

者的需求进行充分的了解后，提出包含生活、饮食、

用药和情志等方面的主题。小组成员 1 个月内将相关

内容完成推送，并于后续反复推送进行加强，以此提

高患者对健康知识的了解，提醒患者入院复查，护理

人员应提前与患者取得联系，嘱咐其按时复查。 
1.3 观察指标 
（1）对患者的焦虑亲情卡进行评价，应用 SAS

焦虑自评量表完成，分别与出院时和复查时进行评估，

量表以 50 分为分解值，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的焦虑状态

越严重。（2）应用服药依从性量表对患者的依从性进

行调查，量表中设置相关问题，根据患者的回答计算

得分，分数与依从性成正比。（3）对患者的疼痛进行

评价，采用 VAS 视觉模拟评分法完成，总分 10 分，

分数与疼痛程度成正比。（4）对患者复查后的康复效

果进行评价，依据患者的恢复情况将效果分为 4 个层

次，治愈（治疗后患者的直腿抬高角度处于 85°左右

且症状消失，可正常工作）；显效（治疗后直腿抬高

角度处于 70°左右，且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症状部分

消失）；有效（与治疗前的支腿抬高试验相比有所改

善，症状部分消失，可进行较轻的工作）；无效（症

状未消失，体征无变化，无法从事工作）。上述相关

数据统计后完成组间的分析和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用于数据统计和分析的系统为 SPSS23.0，

资料分为计数和计量两种，表示计数资料的为 n（%），

表示计量资料的为（x±s），依据上述方式对资料进

行统计，对于不同资料比较期间产生的数据进行检验，

t 检验计量资料，χ2 检验计数资料，差异明显且存在统

计学意义，采用（P＜0.05）代表。 
2 结果 
2.1 不同方法护理后两组出院时和复查时情绪评

分 
出院时患者的情绪评分相比无明显差异和统计学

意义（P＞0.05），复查时研究组情绪状态优于参照组，



李燕，荣梅，黎星，成琴                             基于微信的中医延续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出院患者中的应用评价 

- 170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两组出院时及复查时的

依从性、疼痛评分 
出院时服药依从性、疼痛评分相比无明显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查时研究组无论是

疼痛评分，还是依从性均优于参照组（P＜0.05），见

表 2。 
2.3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复查时康复效果 
研究组复查阶段的康复效果比参照组有明显的优

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1 不同方法护理后两组出院时和复查时情绪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出院时 复查时 

研究组 45 44.29±11.06 34.06±8.49 

参照组 45 44.86±11.26 38.26±9.31 

t  0.197 2.416 

P 值  ＞0.05 ＜0.05 

表 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两组出院时及复查时的依从性、疼痛评分（x±s） 

组别 例数 
服药依从性 疼痛评分 

出院时 复查时 出院时 复查时 

研究组 45 3.76±1.39 3.61±0.72 4.39±1.51 2.91±1.39 

参照组 45 3.81±1.59 3.28±0.46 4.29±1.68 3.61±1.52 

t  0.197 2.197 0.168 2.5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复查时康复效果（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45 9 19 12 5 40（88.89%） 

参照组 45 3 14 17 11 34（75.56%） 

χ2      12.235 

P 值      ＜0.05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中常见的疾病，该病的发

生与腰椎发生退行性病变且受到累积伤的影响所致，

中医理论将该病归为“痹症”、“腰痛”的范畴，临

床治疗过程中，患者的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对临

床效果有一定的影响[3]。如果患者出院后仍然对其采取

可续的指导，对患者的康复有着积极作用。就延续护

理而言，其是对患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给予患

者不同场所的照护。在制定延续护理方案的过程中，

应由经验丰富且熟悉患者的情况完成，合理地规划患

者的出院计划，同时患者回归家庭后，仍然给予持续

地指导和随访。据相关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

者接受延续性护理后，其生活质量可得到良好的改善，

同时还能够提高患者康复期的效果。当前，延续护理

的开展形式逐渐多样化，随着微信的普及和应用，其

成为我国最大的交流平台之一， 其具有较高的活动性

且交流方式多样化，使用微信对患者开展延续护理，

可为患者提供全面的健康教育和指导[4]。本研究对研究

组采用基础微信的中医延续护理措施，结果显示患者

的疼痛、依从性和情绪状态均得到了改善且优于参照

组，同时患者的康复效果比参照组显著，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出院后的护

理，采用微信基础上中医延续护理的方法，结果显示

患者的依从性得到提高，同时疼痛减少、情绪缓解，

效果显著，值得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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