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医学研究 ·健康护理· 

 ·87·

个体针对性护理应用于腰间盘突出治疗的效果研究 

宣  露 

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滁州  239000 

【摘  要】目的：分析个体针对性护理对腰间盘突出（LDH）治疗的作用。方法：选取 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收治的腰间盘突出患者 80 例，其中个体针对

性护理 40 例设为 A 组，常规护理 40 例设为 B 组，比较功能状态、治疗恢复情况、护理有效率、患者满意度。结果：功能状态比较，A 组功能障碍较轻，B 组障碍

较重，组间差异显著（P＜0.05）；治疗恢复情况比较，A 组住院时间为（9.73±1.98）d，住院费用（4753.72±40.25）元，B 组住院时间为（14.25 ± 2.02）d、

住院费用（6487.05±37.19）元，组间差异显著（P＜0.05）；护理有效率比较，A 组总有效率为 97.50 %，B 组为 72.50%，A 组总有效率高于 B 组，组间差异显著（P

＜0.05）；患者满意度比较，A 组满意度为 100.00%，B 组满意度为 85.00 %，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腰间盘突出治疗中同步开展个体针对性护理，有利

于缓解腰椎功能障碍，促进患者恢复，节约住院费用，提高护理有效率和患者满意度，应用价值较高。 

【关键词】腰椎盘突出；个体针对性护理；腰椎功能；满意度 

Study on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targeted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Xua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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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targeted nursing on 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 Methods：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dmitted from June 2022 to May 2023 were selected，including 40 cases of individual targeted care as group A and 40 cases of routine care 

as group B. The functional status，treatment recovery，nursing efficienc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functional 

status，the dysfunction in group A was mild，and the dysfunction in group B was severe，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treatment and recovery，the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in group A was（9.73±1.98）d，and the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was（4753.72±40.25）yuan，

and the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in group B was（14.25 ± 2.02）d，and the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was（6487.05±37.19）yuan，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P <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group A was 97.50% and that of group B was 72.50%.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as 100.00% in group A and 85.00% in group 

B，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P < 0.05）. Conclusion：Simultaneous individual targeted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s beneficial to alleviate lumbar dysfunction，promote patient recovery，save hospital costs，improve nursing efficienc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an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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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腰间盘突出（Lumber disc herniation，简称 LDH）是常见骨科疾病，

主要发病人群为青中年人群，男性发病率较高[1]。腰椎盘突出症主要症

状是坐骨神经痛、马尾综合征以及腰痛等，疼痛导致患者行动能力和日

常活动能力受到不良影响，生活质量降低。保守治疗是腰椎盘突出症主

要治疗方法，通过规范治疗可减轻病情，部分患者治疗后痊愈。腰椎盘

突出症病程较长，在治疗同时实施科学干预对促进患者康复具有重要意

义[2]。常规护理模式对腰椎盘突出症患者护理作用存在局限性，个体针

对性护理基于患者具体病情和个性化护理需求设计护理方案，从而为患

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支持。本文从 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腰间盘

突出患者中选取 80 例，说明个体针对性护理方案，评估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 80 例腰间盘突出患者，A 组 40 例采

用个体针对性护理模式，性别：男/女=32/8，年龄（20~51）岁，平均（42.42 

± 3.76）岁；病程（1.5~9.0）年，平均（4.11 ± 1.30）年。B 组 40 例

采用常规护理模式，性别：男/女=31/9，年龄（21~50）岁，平均（42.46 ± 

3.72）岁；病程（2.0~8.5）年，平均（4.07 ± 1.28）年。资料可予分析

（P＞0.05）。 

1.2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X 线片、CT 检查确诊为腰椎盘突出症；（2）精神、

智力正常；（3）沟通能力正常；（4）免疫系统正常。 

排除标准：（1）认知功能障碍；（2）资料不全；（3）合并传染病；（4）

妊娠哺乳期；（5）骨质疏松。 

1.3 方法 

B 组常规护理：全部患者实施规范腰间盘突出治疗，针对患者进行止

痛治疗，脱水消肿，以及营养神经用药和抗感染治疗。遵医嘱用药指导，

配合治疗进行饮食和康复训练、日常健康管理。 

A 组基于 B 组行个体针对性护理：（1）个体健康管理：构建完善档

案库，调查患者病史、治疗史、饮食运动习惯、治疗禁忌和日常生活习

惯等，分析个性化问题。（2）个案评估：评估患者健康知识水平、心理

状态和健康管理意识，针对个性化问题设计管理方案。（3）个性化健康

宣教：策略性沟通了解患者顾虑，解答问题，帮助患者正确认知腰椎盘

突出症，形成健康生活习惯，对腰椎盘突出症进行长期管理，有效防控

病情。针对性宣教，指导患者科学运动、饮食和用药，向患者说明腰椎

盘突出症健康管理禁忌。（4）个性化心理疏导：完善环境管理，提高环

境舒适度，保证病房安静、清洁、舒适，策略性心理疏导，促进患者适

应治疗环境，与医护人员构建信任，促进患者配合，减轻患者焦虑情绪。

指导患者积极应对疾病。（5）针对性康复训练：分析患者病情，针对性

手法按摩，通过穴位按摩疏通局部血液瘀滞，有效疏通经络，改善血液

循环。疼痛缓解后指导患者适时适量活动。在医师指导下背伸训练，方

法为患者俯卧，双下肢伸直，双臂置于身侧，做抬头动作，同时躯体向



·健康护理· 预防医学研究 

 ·88· 

后，3 组/d，20 次/组。腰背肌肉训练，后伸头部，同时向后伸展双下肢，

50 次/组，8 组/d。评估患者恢复情况，针对性行走训练，训练时间持续

10 min/次。（6）培养健康生活习惯：指导患者保持正确坐姿、站姿，应

用人力学原理预防二次损伤，训练前热身运动，指导科学运动。饮食方

面保证营养物质、高纤维摄入，多食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减少辛辣、

油腻饮食，日常保证充分休息，避免劳累。 

1.4 观察指标 

功能状态：干预前后评估 ODI 评分，即《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ODI 主要评估日常活动能力、疼痛，以及患者坐、站立、行走、提物、睡

眠、社会活动以及旅行受到腰椎疾病的不良影响，每分（0~5）分，共（0~45）

分。ODI 评分=各项实际评分之和÷40×100.00 %。ODI 评分与功能障碍

呈正相关。 

护理有效率：（1）显效：椎间隙压痛、下肢疼痛显著减轻，脊柱活

动能力无显著异常，直腿抬高≤80°，腰椎疾病基本不影响日常活动；（2）

有效：行走无显著异常，疼痛明显减轻，直腿抬高＜70°；（3）无效：

无上述改善。护理总有效率=[（1）+（2）]÷40×100.00 %。 

治疗恢复情况：统计住院时间、住院费用。 

患者满意度：医院自制 100 分问卷（Cron-bach’s α系数 0.91，信

度 0.90），患者出院前填写。（1）评分＞90 分，非常满意；（2）（81~90）

分，比较满意；（3）（71~80）分，一般；（4）（0~70）分，不满意。满意

度=[（1）+（2）]÷（本组 n）×100.00 %。 

1.5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 24.0 分析腰间盘突出病例数据，计量资料（功能状态、治疗

恢复情况）以“均数 ± 标准差（ sx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护

理有效率、患者满意度）以率（%）表示， 2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功能状态 

干预前，两组 ODI 评分相近（P＞0.05）；干预后，A 组 ODI 评分＜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治疗恢复情况 

A 组住院时间＜B 组，A 组住院费用＜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3 护理有效率 

A 组总有效率（97.50 %）＞B 组（72.50 %），A 组显效率（75.00 %）

＞B 组（32.50 %），组间差异显著（P＜0.05）。 

2.4 患者满意度 

A 组满意度（100.00 %）＞B 组（85.00 %），组间差异显著（P＜0.05）；

A 组差评率（0.00 %）＜B 组（5.00 %），组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腰椎盘突出症属于高发性脊柱外科疾病，与日常生活习惯不良密切

相关。现代人群生活压力较大，学习、工作长期不良坐姿，运动量不足，

提高了腰椎盘突出症发病率[3]。腰椎盘突出症患者主要集中于（20~50）

人群，男性患者占比较高。近年来，腰椎盘突出症发病年龄渐趋年轻化。

腰椎间盘退行性变、腰椎髓核流出导致脊髓神经受到压迫以及纤维环破

裂等因素是诱发腰椎盘突出症的直接原因。腰椎盘突出症导致患者学习、

生活受到影响，身心压力较大，生活质量较低。腰椎盘突出症治疗方法

是用药和手术治疗，因为治疗周期较长，病情缓解较慢，患者较易出现

负性情绪、治疗积极性减弱，依从性降低，影响顺利康复[4]。个体针对性

护理基于个案情况针对性运动训练和康复管理，促进患者预后，患者反

馈较好。 

本次研究中，功能状态显示，A 组 ODI 评分显著降低，表明 A 组功

能障碍显著减轻。个体化针对性护理强调根据患者个案情况予以针对性

干预，通过个性化功能恢复训练、健康管理，促进患者预后。 

治疗恢复情况显示，住院时间比较，A 组时间低于 B 组，住院费用

比较，A 组住院费用低于 B 组。A 组在个体针对性干预后较快恢复，一方

面促进患者快速康复，另一方面减少了治疗费用，对降低患者经济压力、

节约医疗资源具有积极意义。 

护理有效率显示，A 组显效率、总有效率分别为 97.50 %、75.00 %，

B 组显效率为 32.50 %，B 组显效率为 72.50 %。A 组通过针对性护理和个

体干预，显著改善了患者功能障碍，护理效果比较符合临床干预预期。 

患者满意度显示，A 组差评率为 0.00 %，满意度为 100.00 %，B 组差

评率为 5.00 %，满意度为 85.00 %。该结果表明，A 组患者对本组护理比

较满意，无差评，B 组与之相比满意度较低。 

腰椎盘突出症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在临床治疗中，虽然可采用

手术联合用药治疗方法促进疾病恢复，但是手术具有创伤性，较易损伤

脊椎后柱，影响患者活动能力，引起严重疼痛。针对此类患者必须加强

术后护理，根据患者治疗和恢复需求提供个性化支持，从而促进患者预

后。常规护理方法对腰椎盘突出症康复作用有限，效果低于护理预期。

个体针对性护理以常规护理为基础进行护理升级，护理效果显著提升。 

个体针对性干预对患者加强心理干预与针对性康复指导，理解患者

回归正常生活的迫切心情，针对性心理疏导，稳定患者情绪，促进患者

心理健康，使患者对疾病治疗长期保持耐心，持续规范治疗，通过此种

方法有效缓解焦虑，降低治疗负面影响。针对非手术治疗患者，制定科

学康复计划，循序渐进进行康复训练，逐渐恢复腰椎功能。个体针对性

护理对患者运动功能恢复具有积极意义，可促进患者病情快速缓解，加

速患者康复。 

本次研究中，针对两组患者分别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和个体针对性干

预，护理效果观察显示，个体针对性干预全面实施心理干预与针对性康

复训练、个性化健康教育，通过应用此种护理模式，有效减轻患者治疗

期间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减轻患者恐慌，稳定患者情绪，同时增强

治疗和应对信心。 

个体针对性护理后，患者心理状态较好，对治疗接受度较高，可更

积极配合医护活动，对治疗顺利进行具有显著积极作用。针对性康复训

练针对不同患者设计个性化治疗和护理方案，科学训练患者肌肉力量与

肢体支撑能力，加速患者活动能力恢复，促进患者快速恢复行动能力，

提高腰椎稳定性，良好恢复自理能力。个性化健康教育指导患者养成良

好训练习惯，持续科学运动，避免二次伤害。针对患者健康饮食，明确

饮食禁忌，促进全面健康管理。 

综上所述，针对腰间盘突出患者实施保守治疗，以及进行个体针对

性干预，通过临床治疗干预，可有效恢复腰椎功能，解除功能障碍，缩

短患者住院治疗时间、降低治疗费用，改善护理效果，提高患者满意度，

临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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