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2)2020.1

护理探索

51

延续护理对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及负性情绪的影响分析
郑 莉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目的：研究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在采取延续护理时的影响。方法：2017 年 4 月 ~2019 年 10 月期间，选择我院

51 例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25 例）和参照组（26 例）；参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延

续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和负性情绪。结果：首先比较生活质量水平，数据有差异，P<0.05。另外比较负性情绪，

护理后观察组得分低于参照组，数据有差异，P<0.05。结论：对于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采取延续护理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另

外也能改善负性情绪，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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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体脊柱发生骨折后会形成骨髓损伤，该病的形成原因

往往与剧烈运动、事故、坠伤等因素有关，病情发生后即便采

取有效的治疗，如果后期护理不到位，很可能导致患者四肢功

能受到损害，对生活质量造成影响 [1]。因此对于脊柱骨折半脊

髓损伤的患者采取科学化的护理方案改善预后，提高整体的治

疗效果，意义深远，本文将以此展开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10 月，选取我院 51 例脊柱骨折伴脊

髓损伤患者 ,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参照组。观察组男性 13 例，

女性 12 例，年龄 27~65 岁，平均（44.18±3.29）岁，病程

1~11月，平均（4.68±0.91）月；参照组男性14例，女性12例，

年龄 28~64 岁，平均（44.39±3.48）岁，病程 1~12 月，平均

（4.91±0.87）月。一般资料对比无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采取常规护理。

观察组采取延续性护理，具体为：（1）脊柱骨折伴脊髓损

伤患者因为受伤后肢体功能明显受限，并且需要长期卧床修养，

期间患者的心理情绪较差；为了防止严重的负性情绪产生，护

理工作需要对患者提供心理支持，通过专业的健康教育讲解病

情以及治疗优势，提高护理依存性。（2）出院前护理人员需

要为患者制定家庭护理手册，通过内容丰富的家庭自护指导，

提高患者对生活习惯的约束。（3）出院后应当加强随访，在

随访的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的实际恢复状况，在此基础上为患

者制定分阶段式的康复训练，缩短康复日期。

1.3 观察指标

生活质量评价内容分为角色、运动、情绪、交流；每项满

分为 30 分，得分越高对于质量越高。

采取国际通用的焦虑（SAS）抑郁和（SDS）表进行测量，

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情绪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 20 处理，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t 检验。P<0.05
时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对比

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数据有差异，P<0.05，见表1。

表 1 生活质量对比（ x s± ，分）
组别  n   角色 运动    情绪      交流

观察组  25   27.38±2.94 28.67±2.23  27.62±2.94  28.16±3.01

参照组  26   22.47±1.74 23.32±1.24  23.37±1.62  24.49±1.94

 T  \    7.292 10.643    6.427       5.19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负性情绪对比

护理前患者的负性情绪无差异，P>0.05；护理后数据显现

出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负性情绪对比（ x s± ，分）
组别 n  焦虑                      抑郁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25  46.64±3.19   37.39±2.58   53.36±4.57    39.22±2.18

参照组 26  46.27±3.45   45.47±3.29   53.25±4.37    48.39±3.72

 T \   0.397         9.733         0.087          10.684

 P \   0.692         0.000   0.930          0.000

3 讨论

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会导致患者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当然

病情的危害不止于此，如果在出院后对自身生活习惯不加约束，

很可能遗留后遗症，严重时甚至导致肢体失去功能 [2]。所以在

临床护理中，选择更为有效的护理对策已被越来越多人认可，

其中延续护理效果值得肯定。

在此次研究中，观察组护理效果与参照组相比有差异，

P<0.05。具体分析为：首先对患者的心理情绪进行疏导，帮助

他们建立积极治疗的心态是康复的基础；其次提供频率更高的

院后随访，随访前医院印制家庭护理手册发放于患者，要求他

们遵照手册内容对自身加以约束 [3]。随访过程中对患者的身体

情况做好全面评估，在此基础上制定全面的康复运动计划，提

高护理质量 [4]。

综上，延续性护理可提升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患者康复效

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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