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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部养生操在神经根型颈椎病康复护理的应用颈部养生操在神经根型颈椎病康复护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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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神经根型颈椎病康复护理中采取颈部养生操的效果。方法：110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取自2020
年1月-2021年1月期间，依照护理干预方法的不同进行分组，其中一组采取常规护理为参考组，在此基础上采取颈部养

生操的一组为实验组，每组55例。对比两组护理干预效果。结果：康复有效率比较，实验组高（P＜0.05）。  颈椎功能

评分比较，实验组护理后低（P＜0.05）。疼痛评分比较，实验组护理后低（P＜0.05）。生活质量比较，实验组显高（P
＜0.05）。结论：神经根型颈椎病康复护理中采取颈部养生操不仅可以提升患者的康复效果，还能够改善患者的颈椎功

能，缓解疼痛，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该方法值得推广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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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eck Health Exercises i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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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eck health exercises i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Method: 11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and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On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s the reference group, while the 
other group received neck health exercises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5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rehabilitation efficiency was high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ervical function score was lower after nursing (P<0.05).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pain score was lower after nursing (P<0.05).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neck health exercises i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patient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cervical function, alleviate pain,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is method is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Neck health exercises;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Rehabilitation care; Rehabilitation efficiency; Cervical 
function; Pain; Quality of Life

颈椎病是一种退行性病理改变为主的病症，多由颈椎

长时间劳损、骨质增生或椎间盘突出、韧带变厚等原因引

起颈椎脊髓、压迫神经根或椎动脉而发生无一系列功能障

碍的一种临床综合征 [1-3]。本病属于中医学 “ 项强 ” 痹证

"“ 眩晕 ” 等范畴 " 范畴。颈椎病逐渐成了全球十大顽疾之

一，神经根型颈椎病是各型颈椎病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其发病率为 60% ～ 70%。本病病程长，迁延难治愈，故本

病康复护理十分重要。颈部养生操以中医学经络理论为基

础，注重宁神调息和活动舒缓，并通过运动疏通经络及减

轻症状。为此，11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取自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期间，探究神经根型颈椎病康复护理中采

取颈部养生操的效果。结果见下文。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11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取自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期间，依照护理干预方法的不同进行分组，其中一组

采取常规护理为参考组，在此基础上采取颈部养生操的一

组为实验组，每组 55 例。上述患者经诊断后符合神经根型

颈椎病诊断标准，患者资料完整，经向其及家属表明研究

意义后，可积极配合研究安排。排除患有其他严重疾病者，

精神疾病、认知障碍，及因其他因素无法配合本次研究者。

其中参考组男、女分别为 26 例、29 例，年龄 32-67 岁，均

值范围（57.65±2.46）岁，病程 1—9年，均值范围（4.32±1.24）
年。实验组男、女分别为 27 例、28 例，年龄 31-69 岁，均

值范围（57.54±2.76）岁，病程 2—8年，均值范围（4.37±1.65）
年。两组资料比较差异小（P＞ 0.05）。

1.2 方法

1.2.1 参考组

本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如下：

（1）颈椎牵引护理：用额枕带拖拽，消除颈部肌肉痉挛，

降低椎间盘受压程度，促进患处血液循环，利于充血和水

肿消退；间接地增加椎体间隙或者椎间孔，以减轻神经根、

脊髓受到的机械压迫或者刺激。

（2）物理因子治疗：采用多种温热效应，冷疗等疗法。

经理疗增强局部血液循环，放松肌肉，消除炎症水肿及局

部硬结等症状，从而减轻疼痛。

（3）心理护理：因该病临床症状有轻有重，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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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患者普遍表现出不同程度紧张，焦虑，悲观等心理，

护理人员要加强与患者海通沟通，对其进行心理分析与把

握，以恰当的语言，和蔼可亲的方式缓解患者的顾虑，并

根据患者不同心理特点进行安慰，鼓励，以帮助其建立治

疗自信心。

（4）日常生活指导：对长期低头伏案、用电脑、坐沙

发看电视的患者，引导其采取正确的坐位，保持头颈部肩

胸部的正常生理曲线，让视物与眼镜平行。不要伏案低头

时间太长。走路时头要抬得高，眼睛要平向前看。不卧床

阅读。注意颈部保暖。采取合理的睡姿及使用合理的枕头。

1.2.2 实验组

本次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采取颈部养生操干预，颈部

养生操运动颈部养生操一天 2~3 遍，患者不感疲劳为准，

方法如下：

（1）左顾右盼：患者呈现为站立位置，双脚与肩同宽，

两手自然下垂，头尽量左转到最大限度，留 5 秒慢慢恢复，

然后右转，转 60~80° 为宜，动作要缓慢，避免动作过猛，

左右各转 10 次。

（2）前屈后伸：患者站立位置，两手自然下垂，头部

尽量向前弯曲或向后伸展，达到最大限度后停留 5 秒，向

前弯曲、向后伸展各 10 次。

（3）同步开展训练：训练期间需和患者同步进行，以

帮助患者更详细地掌握各个动作要领，以利于颈椎保健操

能更快地融入患者的日常生活，切实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

水平和护理干预力。同时注重强化患者泵部功能改进作用，

强化护理针对性，改善患者颈部状态，并加强与患者之间

的交流，提升护理影响力，使护患关系更密切，帮助患者

形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督促患者坚持运动，避免颈椎

病反复发作等问题。

（4）家庭护理：患者出院时组成家庭监督小组，以患

者直系亲属作为监督人，督促患者持之以恒地进行颈部养

生操练习，逐步加大活动度，延长运动时间；在督促患者

做颈部热敷时，要注意保温。家庭监督小组人员需要及时

的通过电话联系责任护士及指导医生进行交流，并对患者

颈部养生操进行反馈，使医生、护理人员能够及时对颈部

养生操范围及运动时间进行指导、调节；同时医生及护理

人员针对患者在运动过程中身体不舒服等情况，给予针对

性的指导及解决措施，做好康复训练的记录工作；组建微

信群、QQ 群等了解患者颈部养生操的运动情况等。

1.3 效果标准

1.3.1 康复有效率

评价两组患者的康复效果，以显效、有效及无效进行

评价。其中患者的疼痛等症状消失为显效，患者疼痛等症

状改善明显为有效，患者疼痛等症状无任何改善为无效。

计算方法：显效加上有效比上总例数 ×100%。

1.3.2 颈椎功能评分情况

对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颈椎功能采取 NDI 量表进行

评价，分数越高，则提示患者颈椎功能越差。

1.3.3 疼痛评分情况

对两组的护理前疼痛情况采取 VAS 量表进行评价，分

数越高，则疼痛越严重。

1.3.4 生活质量情况

    生活质量使用 SF-36 量表进行评价，分数越高，生

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处理。（ x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检验；（%）用于表示计数资

料，用（x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 ＜ 0.05 时则提示进行

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2 结果结果

2.1 两组康复有效率对比分析

表 1 显示，实验组及参考组康复有效率为 96.36%，

80.00%，康复有效率比较，实验组高（P＜ 0.05）。

表 1 两组康复有效率对比分析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康复有效率（%）

实验组 55 36（65.45%） 17（30.91%） 2（3.64%） 96.36%（53/55）
参考组 55 24（43.64%） 20（36.36%） 11（20.00%） 80.00%（44/55）

χ2 - 5.280 0.366 7.065 7.065
P - 0.022 0.545 0.008 0.008

2.2 两组颈椎功能评分对比分析

实验组颈椎功能评分：护理前（16.54±2.31）分，

护理后（5.43±0.43）分。参考组颈椎功能评分：护理前

（16.57±2.43）分，护理后（10.43±1.23）分。t检验值：护

理前（t=0.066,P=0.947），护理后（ t=28.458,P=0.001）。

颈椎功能评分比较，护理前差异小（P ＞ 0.05）。实验组

护理后低（P＜ 0.05）。

2.3 两组疼痛评分对比分析

实验组疼痛评分：护理前（5.43±0.32）分，护理后

（1.43±0.43）分。参考组颈椎功能评分：护理前（5.46±0.54）分，

护理后（3.46±1.76）分。t检验值：护理前（t=0.354,P=0.723），
护理后（t=8.309,P=0.001）。疼痛评分比较，护理前差异小（P
＞ 0.05）。实验组护理后低（P＜ 0.05）。

2.4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实验组生活质量：生理职能（81.23±2.32）分，躯体

疼痛（83.43±2.14）分，精神健康（83.43±2.13）分，社

会功能（82.43±3.23）分，总体健康（85.56±4.32）分。

参考组生活质量：生理职能（71.24±2.45）分，躯体疼痛

（72.35±3.68）分，精神健康（75.53±3.42）分，社会功能

（75.67±3.27）分，总体健康（77.54±4.57）分。t检验值：

生理职能（t=21.957,P=0.001），躯体疼痛（t=19.302,P=0.001），
精神健康（t=14.541,P=0.001），社会功能（t=10.907,P=0.001），
总体健康（t=9.458,P=0.001）。生活质量比较，实验组显高（P
＜ 0.05）。

3 3 讨论讨论

颈椎病在中医学中卫项强 "、“ 痹证 ” 范畴，具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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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和难以治愈的特点，中医指出颈椎病的基本病因是本

虚、体虚、阳气亏虚，卫阳不固，督脉和太阳足膀胱经在

项背部循行，慢性坐姿不良或者急慢性损伤都会导致颈项

部气血瘀阻，久而久之，正气逐渐衰退，媵理空虚，风寒

湿邪趁虚而入，血脉凝滞，不通则痛，以致颈肩部和手臂

疼痛、麻木、僵硬等症状。

当前，临床治疗本病主要采用针灸、牵引、推拿按摩

及理疗等方法。中医护理技术就是把以上中医传统疗法运

用到护理工作当中，有着明显的中医特色与优势 [4]。中医

颈部养生操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对于颈椎病有治疗作用

的保健操之一，不但能够起到纠正患者不良体姿、脊柱畸

形等作用，又能对僵硬肌肉起到疏解效果，改善血液循环，

提高颈肩部肌肉拉力与韧性，同时可强化椎间盘与颈椎关

节的稳固性。有关研究指出，长时间采取颈部养生操，对

颈椎病有一定防治效果。另一项研究则指出，颈椎养生操

对椎动脉型颈椎病的有效率达 83.33%，同时长期临床疗效

明显。颈部养生操针对颈椎病的病机特点及中医经络原理

而制定，具有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等特点 [5]。对患者采

取左右顾盼、旋转运动及前屈后伸等运动，既能改善其颈

椎活动度，加强颈部肌肉力量及各肌群协调，可解除肌肉

痉挛及松解黏连，也能使颈椎各关节得到活动，使颈椎生

理曲线及力学平衡得到恢复或完善，以达到治疗和康复的

效果。此次研究中在神经根型颈椎病康复护理中采取颈部

养生操干预，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及参考组康复有效率

为 96.36%，80.00%，康复有效率比较，实验组高（P＜ 0.05）。
提示颈部养生操干预能够提升患者的康复有效率。颈椎功

能评分比较，实验组护理后低（P ＜ 0.05）。提示颈部养

生操干预能够改善患者的颈椎功能。疼痛评分比较，实验

组护理后低（P ＜ 0.05）。说明颈部养生操能够缓解患者

的疼痛感。生活质量比较，实验组显高（P ＜ 0.05）。提

示颈部养生操可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升。由此可见，颈部

养生操的干预效果相比较常规护理干预效果更好。笔者分

析认为，进行颈部养生操的护理可以通使患者颈椎椎体结

构平衡能力获得很好的训陈，在实际的护理过程当中也可

以把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融入颈部养生操当中，以改善患

者情绪状态，在实施每项操作前，都对患者做了详细讲解，

并介绍了每项操作的重点，阐述颈部养生操的意义及必要

性，可提高患者对相关操作的认识，促使其更好地参与护

理配合，全面加强了患者肢体自主运动，增强其肢体的灵

活性，利于改善其颈部血液循环，消除肌肉的痉挛状态和

减轻痛苦，进而增强了康复效果。

综上所述，神经根型颈椎病康复护理中采取颈部养生

操不仅可以提升患者的康复效果，还能够改善患者的颈椎

功能，缓解疼痛，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由此可见此种方

法值得推广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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