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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结核患者围手术期中针对性护理模式的临床应用分析

叶红丹

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贵州　铜仁　554100

【摘　要】目的：以脊柱结核患者为对象分析针对性护理对其围手术期恢复效果、心理状态及认知能力等指标的影响。方

法：通过信封分组法将在我院接受脊柱结核手术的患者 80 例分为两组，每组 40 例。围手术期给予不同的护理方式，对照

组接受为脊柱结核手术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并在此基础上联合针对性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结果：观察组经干预创口愈合

时间及下床时间分别为（11.28±2.62）、（68.22±8.43），相较于对照组均明显较短（均 P ＜ 0.05）；心理状态评分方面，

干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干预后观察组两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 0.05）；且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活

动能力、认知能力评分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针对性护理在脊柱结核患者围术期的应用效果良好，

患者不良情绪得到有效改善，其认知度也得到显著提高，对患者康复起到促进作用，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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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结核的 50% 左右为脊柱结核，是较为常见的骨关

节结核。在椎体受累坍塌情况下，骨质受到损伤，脊柱受压

就会加重，从而导致感染，形成脊柱结核 [1] 其发病较为隐匿，

一般发病后会引起较多不良预后如截瘫、压缩性骨折等，给

患者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2]。本研究将应用针对护理对脊

柱结核患者的临床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10 月收治的脊柱结核患者共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40 例 ) 和对照组 (40 例 )，患者及家

属均签署知情书。对照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24~61 岁，

平均（36.7±3.41）岁；其中 6 例腰骶段结核，7 例颈椎结

核，15 例胸椎结核，12 例单纯腰椎结核；观察组有 23 例男

性患者，17 例女性患者，年龄 24~65 岁，平均（38.8±6.2）

岁；其中 7 例腰骶段结核，6 例颈椎结核，14 例胸椎结核，

13 例单纯腰椎结核。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措施：（1）在护理人员充分掌握脊柱结核患者

心理情况后，与其建立有效交流疏导其内心焦虑等情绪，强

化康复决心。（2）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开展脊柱结核围

手术期健康教育。（3）严格监督患者用药情况，及时纠正

其过程中的不良行为并给予针对性指导。（4）评估患者营

养风险，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嘱其多食新鲜蔬菜、高热量

食物，提升免疫力，利于康复。（5）及时处理患者发生的

并发症情况。

观察组患者行常规护理联合针对性护理。主要措施为：

（1）可成立专业护理小组，用精湛的技术和专业的业

务能力来提供优质服务。（2）收集患者家庭、工作方面的

个人信息，根据其病情和心态，制定护理方案。（3）通过

互动让患者对自身的负面情绪和消极行为产生认识，使其建

立正确认知。另外，还可建立微信群组来解答患者的问题。

（4）根据相关评测量表评估患者身心状况，及时对负面情

绪严重患者展开心理疏导，帮助其情绪发泄，可通过听音乐、

冥想及松弛联系等方法来缓解其不良情绪。鼓励患者亲友多

给予其关心和爱护，还可开展交流会分享经验。（5）根据

患者身体情况来制定相关恢复训练，帮助患者恢复腰背肌功

能。应充分考虑其劳累程度，选择合适训练强度。可指导患

者床上运动，以防关节僵硬情况出现。

1.3 评价标准	

医护人员观察两组患者下床时间、创口愈合时间，并

进行组间比较；通过 SAS、SDS 评分量表评估全部患者心理

状态。

1.4 统计学标准

本研究数据处理由双人双次经 SPSS23.0 软件处理，

（x±s）表示计量平均数资料并用 t 检验，百分比表示计数

资料并行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创口愈合时间和下床时间比较

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创口愈合时间及下床时间均明

显较短（均 P ＜ 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创口愈合时间和下床时间 (x±s)
组别 例数 创口愈合时间 下床时间

观察组 40 11.28±2.62 68.22±8.43

对照组 40 16.29±4.27  93.53±12.71
P P ＜ 0.05 P ＜ 0.05

2.2	SAS、SDS评分比较

干预前心理状态两项评分组间差异统计学差异（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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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干预后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 2 SAS、SDS 评分 [ 分，(x±s)]
组别 时间 SAS SDS

观察组

（n=40）

护 理

前

56.42±7.58 58.21±7.39

护 理

后

42.94±6.11 45.72±8.19

对照组

（n=40）

护 理

前

55.93±7.58 58.28±32.36

护 理

后

48.41±6.62 50.27±8.44

P P ＜ 0.05 P ＜ 0.05

2.3 疾病认知程度、活动能力指标比较

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认知能力及活动能力评分均较

高（P ＜ 0.05）。见表 3。　

表 3 疾病认知程度、活动能力指标评分比较 [ 分，(x±s)]
组别 时间 疾病认知程度 活动能力指标评分

观察组

（n=40）

护理前 8.23±0.38 32.16±7.68

护理后 15.36±2.44 95.22±8.43

对照组

（n=40）

护理前 8.24±0.52 31.37±4.77

护理后 11.33±2.23 90.23±7.86

P P ＜ 0.05 P ＜ 0.05

3 结论

脊柱结核多是过度操劳，营养不良等情况引起的，患

者抵抗力下降，使得原发病灶活跃 [3]。当前其发病率逐年上

涨，占关节和结核部位的 40~65%。该病致残率较高，给患

者生命安全带来较大影响。当前治疗手段主要为手术治疗，

由于患者相关知识匮乏，护理效果往往不佳，所以对其采取

有效护理十分必要 [4-5]。

4 结束语

本 研 究 中 观 察 组 各 项 术 后 恢 复 相 关 指 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 观 察 组 患 者 的 认 知 能 力 评 分 为

（15.36±2.44）高于对照组，活动能力评分（95.22±8.43）

高于对照组，心理状态情况优于对照组（P ＜ 0.05），提示

可以脊柱结核患者为对象开展针对性护理可改善其其围手

术期恢复效果、心理状态及认知能力等指标，值得临床推广。

但本研究仍存在样本数量小、研究时间短等缺陷，仍需未来

大量本研究对此结果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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