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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路径在脊柱骨折护理中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 

楚雪琼  谈  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430080 

【摘  要】目的：探讨健康教育路径在脊柱骨折护理中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2021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纳入 120 例脊柱骨折患者，

结合护理方案差异进行分组，以常规护理为对照组，健康教育路径纳入观察组。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自我管理能力评分状况。

结果：从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看，在入院的时候，两组在生活质量没有明显差距，但是在出院时，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的比较，观察组明显较

高，P＜0.05。从自我管理能力的具体量表得分看，在入院的时候，两组在自我管理能力方面没有明显差距，但是在出院时，自我管理能力的具体量表得

分的比较，观察组明显较高，P＜0.05。结论：健康教育路径用于脊柱骨折临床护理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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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骨折是一种常见的骨科骨折，具有发病率高、恢复期长的特点，

多由暴力损伤引起，其中胸腰椎骨折最为常见，一般采用手术治疗。按

照三分治疗，七分护理的原则，在手术的基础上进行护理干预，可以使

整个效果得到提高，达到对医疗资源的综合优化和有效使用。特别是通

过健康教育的临床护理路径干预，可以使患者系统地掌握自己的保健知

识和技能，加强自己的健康行为，从而提高患者的预后和生存质量，促

进医疗服务的品质和效益，在患者的认识需要、理解能力上的不同，对

患者进行合理的教育[1-2]。本研究探析了健康教育路径在脊柱骨折护理中

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纳入 120 例脊柱骨折患者，结合护

理方案差异进行分组。其中观察组男 39 例，女 21 例；年龄 23-76（57.12

±2.45）岁。对照组男 38 例，女 22 例；年龄 24-73（57.21±2.55）岁。

两组资料可比性高，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健康教育路径。①住院期间，患

者住院后也要热情地接待患者，把自己的科室和医院的规章制度都告诉

患者，并把各种基本数据整理好，并根据患者的各种情况对患者的病情

和情绪状况进行评价。②按照住院医生的要求，对患者的伤情进行详细

的说明，并且告诉患者服从医生的重要意义，帮助患者做好体位的调整，

一般是仰卧位，这样可以避免脊柱扭转和损伤，也可以告诉患者如何排

出大、小便，并嘱咐家属要给患者家人支持。③术前，术前还要对患者

进行访视，向患者说明手术的有关情况，包括治疗的方式，常见的不良

反应，预后等，以增强患者的认识，让患者有更多的心理准备同时，要

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回答，尽可能地把

专业的语言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患者能够听懂，并且在沟通的时

候，能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精神状况和压力来源，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

目的。此外，还要向患者解释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患者预后之间的联

系，真正地缓解由于担心、紧张而产生的焦躁、抑郁等负性情绪，让他

们能够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最后，按照患者的要求，协助患者

做各种术前检查，向他们说明检查的目的，并向医生汇报检查的结果，

然后开始取皮、送标本，为手术做好充分的准备。④术中，要全程陪伴

患者，和患者交谈，分散患者的注意力，轻拍患者的肩膀、手臂等身体

部位，让患者放松，还可以调节手术室的温度和湿度，让患者更舒服。

术中要与医师密切配合，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在麻醉之前，患者

应该采取平躺的姿势，将头偏向一侧，这样才能保证呼吸通畅；麻醉结

束后，还要对患者进行疼痛干预，告诉患者疼痛是一种正常的症状，同

时要注意保持手术部位的制动，同时对四肢进行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

预防压疮的发生。⑤手术后，要对患者进行功能锻炼，引导患者进行被

动练习，同时要让患者保持脊柱直立，同时要注意患者的感觉，如果患

者感到疲劳，就应该马上停下来，同时要控制好训练的量和强度，避免

起到相反的作用。然后再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

让患者自己去做。⑥在离开医院之前，要提醒患者要经常去医院检查，

告诉他们在家里要做什么，同时要做好康复训练，要逐步进行，防止脊

柱过伸、过屈、旋转等运动，防止发生伤害，还要定期电话随访，了解

患者的恢复状况，给患者提供合理的指导。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自我管理能力。 

1.4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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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以 SPSS23.0 软件统计进行了 x2、t 检验，P＜0.05 则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 

观察组的指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表 1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物质生活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护理前 68.34±5.21 66.95±4.12 61.21±1.72 60.23±3.71

 护理后 86.15±5.12 86.92±6.56 93.21±2.22 88.32±5.82

对照组 护理前 68.23±5.16 66.72±4.91 61.23±1.16 60.13±3.42

 护理后 80.12±5.65 80.41±5.98 80.47±2.11 80.21±4.21

2.2 自我管理能力 

观察组的指标更高（P＜0.05）。 

表 2  两组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组别 时间 健康知识水平 自我概念 自我责任感 自我护理技能

观察组 护理前 48.25±1.82 16.25±1.83 12.34±1.23 23.34±1.23

 护理后 70.12±2.92 25.15±1.92 18.23±2.12 37.23±4.12

对照组 护理前 48.34±1.47 16.26±1.47 12.38±1.12 23.31±1.12

 护理后 58.15±3.12 20.12±1.12 14.53±1.67 30.53±2.67

3 讨论 

脊柱骨折一旦患病，身体和精神都会受到极大的煎熬。因其骨质疏

松，极易受到伤害，可引起不同程度的骨坏死、脱位等并发症，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3]。外科手术虽然使患者在发病后运动受限，但

仍有很高的后遗症及致残率。所以，对骨折患者进行科学、有效的康复

指导和护理，是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疗效的关键[4]。通过对骨折患者

进行有效的护理，降低患者的消极心理，可以明显地提高患者的手术成

功率，加快患者的恢复。 

脊柱骨折虽然发病率高，但大部分患者对此缺乏认识，也没有认识

到积极的功能康复训练对防止并发症的重要性，导致其临床疗效和预后

都不太理想。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医疗模式的改变，患者和家庭成员的

健康意识显著增强，对健康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健康教育模

式，只是让患者盲目地按照医生的指示去做，而护士则是按照自己的想

法去做，这就造成了整个健康教育过程中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而且，

由于没有家属参加到教育过程中来，所以它的督促效果并不明显[5-6]。 

健康教育路径是指通过对患者进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

教学活动，使患者获得必需的健康知识和技巧，使其能够积极地投入到

护理和康复中去。这条路径既强调知识的传授，又重视对患者自我护理

的认识与自我管理，让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能更好地维持与增进自身健康。

健康教育路径是建立在个性化护理需要的基础上，将每个患者的个体特

征都考虑进去，并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健康教育方案。该路

径既重视患者目前的病情，又重视患者的长期健康，为患者树立良好的

生活习惯，提升生命品质。 

健康教育路径的实施，使患者从被动接受到健康教育成为可能。护

士在制订好的健康教育路径基础上，制订并执行护理对策，将患者的特

殊状况与评价的结果相结合，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需要，

从而提升他们对疾病的接受度和对疾病的了解，从而使他们的治疗依从

性得到明显的加强，从而提升了临床护理服务的质量，从而提高了他们

的预后和生活质量[7]。 

本次显示，观察组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自我管理能力评分状

况均高于对照组，说明（1）健康教育路径可提高患者自理能力。在脊柱

骨折患者中实施健康教育路径，有利于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在此过程

中，患者可藉由教育路径，学会正确的体位及运动技巧，以及对脊柱的

防护，以及适当的体能训练与复健运动。让孩子学会适当的配戴及使用

一些辅助器材，例如矫正器及助行器材，以减低脊柱受到的压迫与伤害。

（2）透过教育路径，让患者认识到运动与休息的重要性，并能避免过劳。

在恢复过程中，他们将学会如何应对情感与精神上的紧张，并寻找所需

的支援与协助，进而改善了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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