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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手术后护理满意度研究

张 靖

云南省中医医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目的：分析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术后护理满意度的临床影响。方法：选取本院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收治的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86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颈椎病患者 42 例、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44 例；入院患者均实施术

后护理，并在患者离院前发放患者满意度问卷，分析患者术后满意度及护理满意度与患者特点间的关联。结果：颈椎病与腰

椎间盘突出患者 NSNS 分量表评分对比无统计差异。两组患者平均护理经历分量表（ENCS）、平均护理满意度量表（SNCS）

评分间具有相关性（P＜0.05）。结论：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均较高；同时，护理满意度与患者特点间

存在紧密关联，其能够为临床护理满意工作开展以及护理计划编制提供信息，但除了患者临床特点外，住院时间对护理满意

度也有一定影响，有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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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ostoperativ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Lumbar
Disc Herniation

Jing Zhang

Yunn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unnan Kunming 65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ostoperati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ing 42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44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ll the hospitalized patients were given postoperative care, and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as issued before the patients left the hospital,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toperative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NSNS subscale scor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lumbar disc herniation. The mean nursing Experience subscale (ENCS) and mean Nursing
Satisfaction Scale (SNC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rrelated (P < 0.05).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lumbar disc herniation have high satisfac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planning, but in addition to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lso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words: Cervical spondylosi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Postoperative care;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颈椎病本质为退行性病理改变所致的，多发于 40 岁以

上的中老年患者群体；颈椎病致病因素包含颈椎长时间劳损、

骨质增生、椎间盘脱出等，进而可造神经根及颈椎脊髓等组

织受压，引发疾病[1]。腰椎间盘突出症则主要为椎间盘变性、

纤维环破裂等发生后引发的一系列综合征，在临床上针对保

守治疗无效、反复多次发作、症状严重的患者一般需接受手

术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均为临床常见病症，且均具

有易反复、迁延不愈等特点，同时对患者心理状态也易产生

负面影响，对患者生活质量与日常生活工作均具有严重影响
[2]。手术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但

为了保障患者需求，提升临床疗效及预后，还需在术后配合

科学的护理干预，护理满意组则是评估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

认可工作的重要指标，其能够为护理工作的开展与优化提供

重要导向作用[3]。对此，本次研究主要选取我院 2020年 1月～

2022 年 1 月收治的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86 例为研究

对象，患者术后随访 6个月，期间指导患者填写护理满意度

问卷，分析术后护理满意度相关影响。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收治的颈椎病和腰

椎间盘突出患者86例为研究对象，其中颈椎病患者42例（颈

椎病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44 例（腰椎间盘突出组）；

颈椎病组中男女比22/20；年龄 33～76岁，平均（55.87±6.34）

岁；病程 6个月～10 年，平均（5.87±2.31）年。腰椎间盘

突出组中男女比 23/21；年龄 35～77 岁，平均（58.79±6.51）

岁；病程 8个月～12 年，平均（6.32±2.12）年。本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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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违背医学伦理。

纳入标准：（1）术前颈痛/腰痛持续超过 3个月；（2）

年龄＞18 岁；（3）经术前MRI 等影像学检查符合手术治疗

指征；（4）随后随访时间至少 6个月；（5）参与病例均知

晓研究内容。

排除标准：（1）恶性肿瘤；（2）脊柱损伤；（3）伴

有严重心理障碍或精神系统疾病；（4）妊娠或哺乳期女性。

1.2 方法

术前对参与采集病例基础数据进行收集，如社会背景、

文化程度等；同时采集患者就业状况、家庭情况，了解患者

对术后护理的满意程度，将对护理满意度评估的问卷通过电

话、微信/QQ文档等形式发给患者。术后要求患者主观评价

手术疗效。

满意度评估中应用问卷为纽卡斯尔护理满意度量表

（NSNS），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

为患者临床疗护质量提供保障。问卷内容涉及三方面，其一

为护理经历分量表（ENCS），其二为护理满意度量表（SNCS），

其三为患者统计信息。其中护理经历分量表需患者结合自身

感受回答，总计 26 个问题，以 Likert7 分量表计分，1～7 分

分别对应非常不同意、很不同意、不同意、无法回答、同意、

很同意、非常同意，总计 100 分。所有项目转化为百分制，

以 0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0 分表示各方面均感受最佳。

护理满意度量表需要患者结合自身满意程度回答 19 个

问题，以 Likert5 分量表计分，1～5分分别对应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一般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每项 100 分，转化为

百分制，仍以 0分为不满意，100 为非常满意。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5.0 软件。计量数据以（��±s）表示，t 检验；

计数数据以%表示，χ2检验；P＜0.05 时组间统计差异存在。

2 结果

2.1 满意度评价

经NSNS 描述性统计可见，颈椎病组与腰椎间盘突出患

者的ENCS、SNCS 评分以及整体护理评价评分、住院评价评

分均值对比均无统计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NSNS 描述性统计（χ�±s）

组别 例数 ENCS SNCS

整体

护理

评价

住院

评价

颈椎病组 42
82.02±

12.39

75.62±

15.31

5.90±

0.85

5.77±

1.02

腰椎间盘

突出组
44

79.02±

13.55

74.15±

16.23

5.82±

0.56

5.79±

0.86

t 1.070 0.432 0.518 0.098

P 0.288 0.667 0.606 0.922

2.2 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颈椎病组患者中术前颈部疼痛时间 3～312 个月，平均

46.45 个月；住院时间 7-20d，平均 17.18d；其中 40.48%的

患者术后重返工作岗位。腰椎间盘突出组患者术前下腰部疼

痛时间 3～187 个月，平均 37.85 个月；住院时间 7-15d，平

均 1.15d；术后 61.36%的患者重返工作岗位。具体患者临床

特征表现见表 2：

表 2 患者临床特征分析[n（%）]

基础信息 颈椎病组（n=42）
腰椎间盘突出组

（n=44）
t/χ2 P

术前持续疼痛时间（月） 46.45±11.74 37.85±9.75 3.702 0.000

体质量指数（kg/m2） 25.82±4.53 27.11±3.46 1.488 0.140

住院时间（d） 17.18±1.13 11.15±2.75 13.407 0.000

术前脊柱

过载

是 13(30.95) 21(47.73)
2.530 0.112

否 29(69.05) 23(52.27)

术前临床

表现

下腰痛 - 8(18.18)

- -

坐骨神经痛 - 18(40.91)

运动/感觉+坐骨神经痛 - 14(31.82)

其他腰椎不适 - 4(9.09)

颈部疼痛 8(19.05) -

颈臂疼痛 17(40.48) -

颈臂疼痛+脊髓病 14(3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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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颈部不适 3(7.14) -

腰椎椎管

矢状面尺

寸

＞9mm 18(42.86) -
- -

≤9mm 24(57.14) -

Modic 分

型

1 - 18(40.91)

- -2 - 2(4.55)

3 - 24(54.55)

吸烟
是 26(61.9) 20(45.45) 2.337 0.126

否 16(38.1) 24(54.55)

使用阿片

类药物

是 8(19.05) 15(34.09)
2.482 0.115

否 34(80.95) 29(65.91)

术后返回

工作岗位

是 17(40.48) 27(61.36)
3.752 0.053

否 25(59.52) 17(38.64)

手术效果

非常满意 19(45.24) 19(43.18)

6.457 0.091

满意 21(50) 15(34.09)

不满意 1(2.38) 7(15.91)

非常不满意 1(2.38) 3(6.82)

3 讨论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均为临床病发率较高的疼痛科疾

病，长期体力工作人员患病率相对较高，且该疾病极其复发，

会在较大程度上对患者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甚至会

加大患者心理压力，降低患者生活质量[4]。手术是针对保守

治疗无效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而

术后护理的实施与患者预后间存在紧密关联，因而为提升手

术治疗效果，就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完整的护理措施，

以确保患者能够更好地接受治疗，减少手术并发症，提升护

理安全性[5]。另外，既往相关临床研究中显示，患者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与其接受的护理效果间具有正相关性，也就是

说护理工作开展得越好，患者满意度越高[6]。结合本次研究

可见，在术后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中，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出患者满意度评估结果均良好，且两种疾病量表评分对比无

统计差异（P＞0.05）。提示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术后

均受到了较好的护理。

护理满意度属于一种多维结构，受到医疗保健与患者双

方面的影响。既往相关研究人员发现，患者满意度与接受的

护理质量呈正相关。同时也有相关研究表明，颈椎病、腰椎

间盘突出手术患者对术前术后的护理工作满意者居多，与本

次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7]。另外，本次研究对颈椎病、腰椎

间盘突出患者术后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未见统计学差异（P

＞0.05）；同时，对比两种疾病患者的临床特点与经历来看，

颈椎病组患者术前疼痛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术后住院时间相

对较短，术后护理满意度评价，该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也相对

较高；腰椎间盘突出组患者则恰恰相反。可见患者对临床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也依赖于患者原有疾病持续时间以及住院

时间，住院时间的缩短往往也意味着患者预后恢复较快，能

够有助于提升患者护理满度。但也有相关研究显示随着住院

时间的延长患者护理满意度可逐渐提高，这可能与住院期间

接受的护理干预专业性较高有关[8]。而伴随患者术前疼痛不

适症状的延长，患者术后满意度也会随之降低，表明术前病

史对患者满意度有一定影响。另外，本次研究还发现，术前

服用阿片类止痛药的颈椎病术后护理满意度较高，但需注意

应在术后疼痛缓解后及时停止服用。既往研究显示吸烟对颈

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手术治疗存在负面影响，但吸烟与

护理满意度间的相关性尚无报道。而且本次研究采集病例相

对较少，研究统计指标有限，因而在下一步研究中还需进一

步扩大样本量，深入探析影响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术

后护理满意度的相关因素，以期为临床护理工作的科学开展

提供信息支持。

综上，深入探析患者特点与护理满意度间的关系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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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其能够为临床护理工作有效性及护理计划的制定提供重

要信息。患者自身因素（如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医

疗因素（如护理内容合理性）对护理满意度均有一定影响，

除了上述特征，住院时间对患者满意度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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