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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探 索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疼痛特点及康复护理
何　莲

（彭州市人民医院　四川　彭州　611930）

【摘　要】目的：为了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疼痛特点及护理方式进行探讨和分析。方法：
为了使研究结果根据说服力，本文选取了 40 例我院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开展了相关研究，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对比，分
别对两组患者进行了护理。一段时间后，对两组患者病情的改善情况进行分析和对比，并就研究结果进行讨论。结果：在对两组
患者长达半年时间的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病情的改善情况更优，并且实验组患者所反映的护理质量及生活状况都要更，并且复发
率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在各项数据之间产生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价值，P<0.05。结论：康复护理运用，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患
者而言有着较好的效果，在患者接受护理后，患者的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患者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在
临床中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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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非常多，这一疾病是由于患者的

腰椎长期劳损所导致，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和伏案工作的人群非

常容易患病。许多患者在发病时常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腰腿疼痛

以及下肢麻木症状，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也有瘫痪的风险。临

床中对于这种疾病最常见的治疗方式是微创手术，但该治疗方

式的治疗效果也因患者个体的差异存在很大差别。因此，若想

要较好的控制患者的病情，还需要辅以康复护理，才能够达到

较好的治疗效果，本文便对此展开了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为了能够更好的开展调查，选取了 2019 年 12 月 ~2022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4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患者及其家

属知晓并同意的情况下开展了此次研究。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护

理干预，并从对护理结果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其中，实验组患者

平均年龄为 45.3±6.3 岁，而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为 49.61±5.7

岁。对各类机械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并不存在统计价值。

1.2　方法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方式不变，而实验组患者则进行康复护

理。

1.2.1　康复功能训练

实验组患者的康复功能训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①

首先，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腰椎非常脆弱，因此患者必须

长期睡硬板床，在康复期的一个月内必须卧床明确佩戴腰围。

②在康复期间，实验组患者可以进行小幅的活动，但在活动时

也必须佩戴腰围，以保护患者的腰椎。③由护理人员引导患者

进行腰背肌的锻炼。在患者的康复期间，前期患者只能俯卧，

训练动作为：在两腿直立后，将双手放在双腿裤缝处，将头慢

慢向后背方向抬起，拉伸，每天重复40次。在患者逐渐适应后，

可以将俯卧的姿势改为仰卧，并且逐步加大难度，将头，双腿，

腰部等各个部位逐渐向后拉伸，每天重复 60次。在康复后期，

患者就可以练习行走。在患者接受康复训练期间，护理人员会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从而帮

助患者提高术后效果。

1.2.2　对患者的牵引护理

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牵引时，首先需要对牵引带的松紧度

进行检查，保证牵引带的松紧程度适中。如果发现牵引过程中患

者出现心慌，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刻停止牵引，并采取相应的

措施。对患者进行牵引是康复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绝大

多数的患者都能够适用，但对于患有结核病、由肿瘤引起的腰椎

间盘突出，在牵引过程中有强烈不适感的患者不适用此方法。

1.2.3　对患者的心理护理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周期较长，若需要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有极大的耐心和较强的接受力，但许多患者在长期接受治疗

的过程中，便丧失了对于治疗的信心，容易产生焦虑不安的情

绪。这是需要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与患者进行沟通，

然后患者了解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知识，帮助患者建立对

于治疗的信心。

1.2.4　对患者的健康指导

对于腰椎间盘患者而言，保持良好的作息，有充足的睡眠

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医务人员要提醒患者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

姿势，避免搬运重物和剧烈的运动，季节变化时要做好保暖工

作，并且适当的进行身体锻炼，增强抵抗力。

1.2.5　对患者的饮食护理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得饮食也许要格外注意，患者要禁食

辛辣油腻的食物，多补充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的食物，预防骨

质疏松，多吃绿色蔬菜，养成少食多餐的习惯。

1.3　统计学方法

此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数据均采用专门的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的处理，以 P<0.05 表示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在统计学中

具有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的疼痛评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20 8.26±1.35 2.36±0.62
观察组 20 8.39±1.63 3.65±1.36

表 1  患者的疼痛评分

2.2　满意率、复发率及生活质量

组别 例数 复发率 满意率 生活质量
实验组 20 8.36±1.3 95.6±3.2 117.3±7.2
对照组 20 14.62±3.6 87.1±2.4 89.6±6.4

表 2满意率、复发率及生活质量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常见的骨科疾病，尽管不会对患者

的生命造成威胁，但一旦患病，将给患者造成巨大的痛苦。随

着人们对于腰椎间盘突出这一疾病的不断探索，学者发现，运

用康复护理能够很大程度的缓解患者的病情，不但能够减少疾

病的复发率，更能够让患者获得更加优质的生活。根据本研究，

在对患者进行康复护理后可以明显看到，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得

到了明显的提升，并且其余各项指标也有了较好的改善。因此

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护理的运用确实有不错的成效，在临

床中具有较好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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