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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康复护理在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护理中的临床
效果 
薛小玉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902 医院  安徽蚌埠  233000） 

【摘要】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在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 73 例作为观察对象。采
用双盲法分组：对照组 36 例，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 37 例，采用康复护理。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Fugl-Meyer 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康复护理应用于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及运动功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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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骨折是临床常见的骨损伤疾病，常伴随脊髓损伤，致伤原因

多为车祸、坠落、重物砸伤等[1]。此病若不及时治疗，则可导致严重
的后遗症。康复护理是一种常用于重症病、慢性病患者的护理模式，
旨在促使患者早日恢复健康、回归社会，本研究对其应用于脊柱骨折
伴脊髓损伤患者的效果做了探讨，详情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对象为 73 例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采用双盲法将患者

分成了两组。观察组：男 21 例，女 16 例；年龄 15-70 岁，平均年
龄（43.84±12.16）岁。对照组：男 19 例，女 17 例；年龄 16-71 岁，
平均年龄（43.90±11.95）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
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观察病情、基础护理、健康教育等。

观察组：采用康复护理。（1）心理护理。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的发生
比较突然，很多患者一时不能接受，容易产生诸多的消极情绪，并因
此影响到患者的治疗配合度。对此，护士及时进行干预，比如口头安
慰患者，同情患者的遭遇，取得患者的信任；劝导患者面对现实不要
逃避，积极配合治疗；积极解答患者的问题，帮助患者解除心结[2]。
（2）功能训练。功能训练是促使患者运动功能早日康复的有效途径，
应及早进行。①指导并协助患者做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的被动活
动，以防止肌肉挛缩和肢体畸形，每日至少运动一小时，以患者感觉
适宜为准。②指导患者做主动锻炼，比如练习自己翻身，从卧位改为
坐位，能够坐稳之后再练习穿衣、穿鞋袜；之后练习带支具站立，脱
离支具站立[3]。（3）并发症护理。为预防肺部感染，护士定时帮助患
者翻身、叩背，使呼吸道分泌物顺利咳出；指导患者做呼吸训练、咳
痰练习，如果分泌物不能顺利排出则可进行吸痰；做好日常保暖工作，
防止感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为预防泌尿系感染，护士指导患者做膀
胱训练，将患者每日的饮水量控制在 2L 左右，每次膀胱充盈时，从
上往下挤压下腹，使尿液完全排出[4]。为预防深静脉血栓，护士抬高
患者的下肢，保持头低脚高位，定时帮助患者更换体位；给患者穿上
弹力袜，为患者按摩，改善肢体血液循环。 

1.3 观察指标 
于护理前后采用 Barthel 指数、Fugl-Meyer 量表分别评估患者的

日常生活能力、运动功能，并进行组间对比。观察患者的并发症发生
情况，并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处理软件为 SPSS21.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用 x2 检验，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Barthel 评分、Fugl-Meyer 评分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Fugl-Meyer 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Barthel 评分、Fugl-Meyer 评分比较情况(▪ x±s，分) 

Barthel 评分 Fugl-Meyer 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7 43.31±7.49 63.32±8.83 40.09±6.36 73.14±7.28 
对照组 36 43.15±7.50 56.17±8.55 40.22±6.41 63.28±7.32 

t 值  0.091 3.513 0.087 5.770 
P  ＞0.05 ＜0.001 ＞0.05 ＜0.001 

2.2 并发症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并发症比较情况[n(%)] 

组别 例数 肺部感染 泌尿系感染 深静脉血栓 发生率 
观察组 37 1（2.70） 2（5.41） 1（2.70） 4（10.81） 
对照组 36 4（11.11） 5（13.89） 3（8.33） 12（33.33） 

x2     5.408 
P     ＜0.05 

3.讨论 
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是一种致残率、致死率较高的骨折疾病，骨

折发生后，除了实施必要的手术治疗之外，还需给予有效的护理，以
防止患者的身心发生消极的变化，不利于患者康复[5]。本研究对康复
护理在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做了探讨，结果表明，
与采用常规护理的患者相比，采用康复护理的患者其 Barthel 评分、
Fugl-Meyer 评分明显更高，并发症发生率明显更低。康复护理是一种
临床应用价值较高的护理模式，应用之后可促进患者康复。本研究中，
应用康复护理的患者取得了更好的护理效果，这是因为康复护理中，
心理护理的实施可减轻患者的创伤后心理应激反应，提高患者的治疗
配合度；功能训练对患者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可降低
致残率；并发症护理可预防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深静脉血栓等并
发症的发生，减轻患者的痛苦。 

综上，康复护理在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良好，
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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