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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

影响 

谢凤婷  谈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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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延续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纳入 100 例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结合护理方案差异进行分组，以常规护理为对照组，延续护理纳入观察组。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满意度的调查情况。

结果：从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看，两组在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方面没有明显差距，但是在出院后随访 3 个月时，生活质量的具体量表得分的比

较，观察组较出院时有提高，高于对照组，P＜0.05。从满意度的调查情况看，观察组明显有更高满意度，P＜0.05。结论：延续护理用于腰椎间盘突出

症临床护理效果确切，是可行的，有利于患者生活质量提升，也有利于满意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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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骨科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中，以腰痛为主，以中老年人居多。

如果没有明显的疼痛症状，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同时配合物理理疗以及

药物治疗。在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情况下，需要做手术，这样会对患者

造成伤害，还可能出现坐骨神经痛等副作用，不利于患者的术后康复，

且患者的功能和肌肉结构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术后要

做好有效的护理[1]。本研究探析了延续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满意度

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纳入 10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结合护理方案差异进行分组。其中观察组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45-76

（57.56±2.27）岁。对照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43-75（5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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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体征的监测：一般情况下，患者的

抵抗力比较差，极易发生感染，因此护士要对患者的各种生命体征进行

严密的监控，包括尿量、血压、体温等，做好护理日记，观察引流液的

数量、颜色，确保引流管通畅。其次，要保持病房内的卫生，保持病床

的清洁，并叮嘱患者的家人要保持身体的清洁，防止患者被感染。（2）

心理护理：患者在手术后通常会出现焦虑、恐惧、悲观等情绪，所以护

士要深入了解患者的消极情绪，对患者做好心理辅导，让患者了解病情

和手术的成功率，同时告诉患者病情的恢复情况，增强患者的信心。其

次，还要做好家属的工作，鼓励和安慰患者，这样患者才能更好的配合

治疗。（3）体位护理：术后一定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姿势，以免对脊柱的

稳定造成不良的影响，尽量多卧床休息，具体时间根据患者的情况以及

手术的方法来决定。在护士的指导下，患者应每 2 个小时翻身一次，调

整到 佳姿势，同时注意保持脊椎处于纵轴位。（4）饮食护理：术后患

者活动不方便，护士要指导患者合理的饮食，要注意清淡，高钙，纤维

素含量高，容易消化。要注意膳食结构，适当提高钙质、维生素和蛋白

质的摄入量，并对有吸烟、酗酒习惯的患者进行健康教育。（5）康复护

理：①心理干预，护士在治疗过程中要积极和患者交流，把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原因、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都告诉患者，理解患者的要求，并

回答患者的各种问题，提高患者对康复要点的认识。②功能训练。经过

急性期治疗后，嘱患者做腰背肌肉训练。先用“5 点支撑法”练习，5~7

天后再用“3 点支撑法”练习，10~15 天后再练习“飞燕式”；运动量要

因人而异，要逐步进行，通常 20 次/次，3 次/天。③嘱咐患者出院后三个

月尽量不要做各种重体力劳动，待病情改善后 6-8 周可以做一些轻度的

体力活，并定期来医院复查。 

观察组采取延续护理。（1）建立延续的护理团队。在患者离开医院

后，应迅速建立以临床医生、护士为主要组成的延续护理团队。在建立

延续护理团队后，要对该团队成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使他们知道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发病机理和治疗后应注意的问题，从而提高他们对该疾病

的认识。以后还要制订一个延续护理方案，这一方案的重点就是要明确

延续护理的次数和工作内容，并且要定期总结护理的结果，把出现的问

题找出来，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办法。（2）延续护理方式。①电话回访：

团队每 2 周 1 次电话回访，了解患者出院后的状况，对患者进行连续的

健康教育、情绪支援、提高他们的遵医意识、强化他们的锻炼指导等，

通话至少需要 10 分钟，详细地记下回访的内容。②微信群：在微信的帮

助下，加强和病人的交流，可以在群里提出问题，在群里回答问题，还

可以在群里定期上传与康复训练有关的文字和视频。（3）延续护理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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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实施。在实施连续性护理时，应先对患者进行综合的健康教育，使他

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病情，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治疗方式及次出院后的注

意事项。同时，要向患者解释遵医行为的重要意义，使患者在出院后能

自觉地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做，以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其次，护士要纠正

患者的不良行为，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同时要多做

一些运动，以促进患者的康复。如果患者长期患病，产生了不好的情绪，

护士要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心理治疗，包括与患者家属一起，对患者进行

更多的关心，并对患者治疗成功的病例进行解释，让患者克服不良的情

绪，树立起治疗的信心，促进他们更好地与医护人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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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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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院时 77.21±4.23 75.12±2.23 77.24±4.87 77.57±5.31

 出院后 92.12±6.24 93.01±5.23 93.04±4.94 93.56±5.51

对照组 出院时 77.53±4.12 75.35±2.52 77.12±4.81 77.01±5.24

 出院后 82.42±6.01 83.56±4.45 83.12±4.31 82.56±5.01

2.2 满意度 

观察组的指标更高（P＜0.05）。 

表 2  两组满意度比较 

组别（n）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50） 10 28 12 38（76.00） 

观察组（50） 27 21 2 48（96.00） 

X2    8.306 

P    0.004 

3 讨论 

近年来，由于工作、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腰间盘突出的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严重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

在临床上，一般都是通过手术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但是，手术不可

避免地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传统的术后护理方式主张患者

要长时间卧床，但是这样会阻碍患者的肌肉蛋白合成，导致骨骼的流失，

对患者的恢复不利。所以，通过对生命体征的密切监测、心理干预、体

位护理、饮食护理和康复护理，对患者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都有很大的

帮助[2]。 

腰椎间盘突出症以手术、非手术治疗为主，效果确切，预防复发是

其主要的治疗方法。常规护理模式下，心理护理不但能减轻由疾病引起

的紧张、焦虑等情绪，而且能有效地减轻其身心损伤，有利于疾病的康

复。通过早期的腰背肌功能训练，可以增强腰背肌肌力，增强脊柱的稳

定性和柔韧性，纠正不良的姿势，增强腰背肌的柔韧度，调节局部肌肉

的紧张度，增强脊柱的稳定性，尤其是对脊柱的内外平衡有更好的保护。

在恢复期间，要做好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保健操，可以增强腰部肌肉的力

量，从而达到保持腰椎稳定性、巩固治疗效果、预防病情恶化和复发的

目的。通过适当的康复教育，使患者养成良好的站立、坐姿、取物及搬

运重物的良好姿态，使患者的腰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曲度[3]。 

目前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住院治疗和护理方法有很多种，通常都

有很好的疗效，但是患者在出院后往往由于一些个人因素而影响了出院

后的恢复效果，有的还会复发。所以，在患者出院以后，一定要加强对

患者的延续护理，促进患者更好地按照医生的要求做好出院后的治疗[4-5]。

延续护理就是在患者出院后，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使患者出院

后的康复得到更好的保证。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出院后不能按照医生的

要求进行锻炼和生活是复发 重要的原因，所以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

员要尽可能地促使患者遵医嘱服药、休息，以提高疗效[6]。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延续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满意度及生

存质量有显著改善，两组比较，P<0.05。结果表明，延续护理可以促进腰

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按照医生的指导进行治疗，同时也可以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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