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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康复训练改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术后康复效果的分析
杜　美

（贵州省骨科医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目的：探究功能性康复训练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术后康复效果的改善情况。方法：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0 月，研究对象为此期间我院收治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中的 64 例。研究分组依照抽签结果进行，红色签为
对照组（n=32）行常规护理，蓝色签为观察组（n=32）行功能性康复训练。比较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F-36（生活质量）情况。结果：
干预后，在一般状况、精神健康、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等方面的评分，各项均是观察组高于对照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t=7.750/3.928/3.5653.788）。结论：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术后护理过程中，采用功能性康复训练方式进行干预对患者恢
复具有积极作用，可使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可予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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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病症，属于常见结构性脊柱侧凸 [1]。但也是病因尚未明确的三

维脊椎畸形病症，包括了冠状面侧弯、矢状面失平衡、椎体横

轴位旋转。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十分容易导致其出现胸廓与

下肢长度出现变化，进而影响到患者的呼吸功能、消化功能以

及神经功能 [2]。临床中常使用手术治疗等方式对该疾病进行治

疗，但为使治疗效果得到保证需加用护理方式进行干预 [3]。本

文则针对功能性康复训练对该疾病的影响效果进行研究。现将

具体内容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中的 64 例作为本次研究观察对象。根

据抽签结果将入组患者平均分为对照组（红色签：常规护理）

与观察组（蓝色签：功能性康复训练）。本次研究在伦理委

员会批准与监督下进行。患者知晓研究内容，自愿参加。对

照组 32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8:14，年龄 10-17 岁，平均

年龄（14.15±2.03）岁。观察组 32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7:15，年龄 10-18 岁，平均年龄（14.21±2.01）岁。比较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5，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干预使用常规护理办法，包括病情观察、体位护理、

心理支持、用药指导等。

观察组用功能性康复训练方式进行干预，具体如下：（1）

手术完成后，护理人员可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口头教育等方式

为患者进行术后康复知识普及，内容应包括术后常见并发症、

康复训练办法、注意事项等，以此提高患者认知程度。（2）

因术后疼痛等原因，患者极易出现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为

减少对治疗效果的影响，可通过音乐调节法、正向激励法等方

式为患者进行针对性不良情绪排解，提高患者依从性。（3）

为促进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应使用功能性康复训练方式进行干

预。①术后第 2d，可引导患者进行呼吸功能康复训练。患者在

引导下完成深呼吸，时间为 4-6s，每天 3 次，每次 10min。②

术后第 3d，可进行脊柱功能康复训练。以侧桥支撑为例，患者

应侧位，支撑用近地侧肘部，另一手臂紧贴身体，身体躯干保

持直线并缓慢抬高后回位，每天 2次，每次 10min。

1.3　观察指标

通过SF-36量表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包括一般健康、

精神健康、生理职能、身体疼痛等方面。各指标满分为 10分，

得分越高指标状况越理想。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用 SPSS22.0 完成，计量资料表示用均数加减标准

差，检验用 t。

2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各项生活质量指标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较大，P＜ 0.05，详细如表 1：

3　讨论

根据相关调查表明，我国青少年中，存在有脊柱侧弯情况

的占比达到了 3% 左右。而其中，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生率高达

85%，甚至依旧表现出增长趋势。一般来说，青少年特发性脊

柱侧弯大多在青少年骨骼成熟前或是青春期阶段出现 [4]。从

Cobb 角来看，若未达到 45°，常通过保守方式进行治疗；若

＞ 45°，则需要进行畸形矫形术。据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特

发性脊柱侧弯患者在治疗成功后，为使治疗效果得到保证，需

采用功能性康复训练进行干预。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术后干预用常规护理办法，观察组则

采用功能行康复训练。结果表明，干预后观察组生活质量各项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组间有显著差异（P ＜ 0.05）。提示术后

采用功能性康复训练方式进行干预，患者机体各组织能得到有

效锻炼，具有积极作用。其原因是，患者术后进行侧桥支撑联系，

躯干稳定性得到增加，而跪姿单臂负重可以有效调节骨盆位置，

对脊柱侧弯矫正具有积极作用。而且，患者在进行功能性康复

训练的同时，其背部肌群与胸椎段椎旁肌的力量也得到了显著

提升，患者的呼吸功能等也得到有效恢复。

综上所述，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手术治疗后，在

护理过程中采用功能性康复训练方式进行干预，能够使患者预

后效果得到显著提升，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对促进患者机

体功能恢复具有积极意义，值得在临床中推荐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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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干预后两组 SF-36 评分对比 ( x ±s；分 )

组别 例数 一般状况 精神健康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对照组 32 9.24±0.43 9.13±0.72 9.03±0.82 8.66±1.09
观察组 32 7.39±1.28 7.37±2.43 7.33±2.57 7.04±2.16

t - 7.750 3.928 3.565 3.788
P - ＜ 0.001 ＜ 0.001 0.001 ＜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