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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间盘突出症应用康复护理干预的临床分析 

段燕燕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  450000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康复护理干预在腰间盘突出症患者中的有效性及其临床应用的价值。方法：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间

在本院接受治疗的腰间盘突出症患者 40 名作为研究样本，这些患者根据接受的护理类型被随机分配到常规护理组和康复护理组，每组各 20 人。常规组

接受标准治疗，而康复组则额外接受针对性的康复护理措施。通过对比分析两组在治疗后的疼痛缓解、血栓发生率和复发率等指标来评估护理效果。结

果：在护理后，康复组在疼痛减轻、减少血栓和复发率方面表现出较常规组更好的效果，统计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同时，康复组在护理服务满

意度上也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结论：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针对腰间盘突出症的康复护理干预措施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疗效，减少并发症和复发，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因此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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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腰椎之间的软骨部位错位，俗称“腰椎间盘突出”，是脊椎疾病中的

常见症状，病患往往遭遇腰部与腿部的不适感与活动受限，这直接干扰

了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表现，随着现代医疗科技的提升，除了标准药

物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康复护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支持性治疗方法，越

来越受到医疗专业人士和患者的关注。通过制订个性化的康复计划，结

合物理治疗、运动康复和日常活动调理，目的是减轻痛楚，改善行动功

能并防止疾病复发，尽管其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中的作用正逐步受到认

可，但对于康复治疗护理的具体疗效和价值，仍需利用科研手段进行细

致探究，研究工作通过对照临床信息，实证分析康复支持在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效果及意义，旨在为医疗领域给出科学治疗指导。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本院骨外科成功收集了 40 名腰

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数据，用于本研究。这些患者中，男性占 23 例，女性

占 17 例；年龄范围从 22 岁至 48 岁，平均年龄为（29.1±1.4）岁；病程

长度从 6 个月到 5 年，平均病程为（2.2±0.7）年。所有参与者在确诊后

均接受了相应的治疗干预，并且已被告知研究详情，表示同意参与。为

了评估不同护理措施的效果，研究团队将患者随机分配到常规护理组和

康复护理组，每组 20 人。通过使用统计软件分析两组的基本数据，结果

表明两组数据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护理措施的分

配未对研究的公平性产生负面影响。 

1.2 方法 

在治疗期间，常规组患者遵循了一个包括卧床休息在内的标准护理

流程，其间执行了包括腿部抬高和腰椎拉伸在内的多种护理方法，在对

患者的康复过程和健康状态的任何变化进行严密跟踪的同时，确保每一

步恢复进程都得到细致观察，一旦发现患者的病情恶化，医护人员将立

即中断牵引治疗，并对现行治疗计划进行相应调整，以确保病人的安全

与提升治疗成效[1]。 

在康复组的治疗过程中，患者除了接受常规的治疗护理外，还融合

了一系列专门的康复护理措施以加速康复过程。 

①作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常见物理疗法之一，腰椎牵拉治疗通过

机械牵引或手工牵引缓解腰椎压迫，减轻痛感并改善腰椎功能，在腰椎

牵引疗法过程中，医疗工作者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患者不仅要熟练

操作复杂的治疗设备，更要保障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安全与舒适感

受。在开展牵引治疗之前，医疗小组会对病患进行全面的体检，这包括

盘问患者的病历、把脉当下的病状，以及排查是否有任何潜在健康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牵引疗法的效果，此外，为了准确了解患者腰部的具体情

况，必须进行如 X 光检查或磁共振检查等影像学检查。 

在确认患者适合接受腰部牵引治疗之后，医疗小组会向患者详尽阐

述该疗法的工作原理、预期效果、可能副作用及注意事项，将患者医疗

资料的迷雾揭开，有利于患者对治疗过程有更强的信心和愿意共同努力。

在实施腰部牵引疗法时，医护人员会依据患者体重、病情严重程度以及

详细病症来调整适当的牵引强度，通常情况下，对患者体重实施适度牵

引，以确保牵引力不超出患者体重的特定比例，预防因过度牵引导致的

伤害。依据患者对医疗干预的适应性和调节功能，牵引时长会根据需要

进行调整，初次牵引可能只需要简短的时间，随着疗程的持续推进，时

间可以适当地增加，在实施牵引疗法时，医护人员会细心监控患者感受，

并主动询问是否存在不适，一旦发现疼痛加重或其他不适反应，将迅速

调整疗法参数或终止治疗过程，在执行拉伸恢复练习时，必须在合格专

业人士的监督下练习，避免患者自行操作引发的自我伤害[2]。 

②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问题时，除了常规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方法，

饮食调整同样关键，不可忽略，针对长期卧床和行动不便者，合理的饮

食调整有助于预防如便秘和肥胖之类的并发症，同时提升身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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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康复速度。长期卧床的患者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便秘，这主要是由

于患者缺乏运动以及饮食不当造成，便秘困扰不仅让患者感到不适，还

可能加剧腰部不适，进而延缓康复进程，为了有效地避免和减轻便秘，

必须对饮食结构调整，充足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是关键，摄取适度的膳

食纤维，有助于增加粪便体积并使质地变软，进而顺利通过消化系统，

降低患者排便时的用力与负担，避免腰部承受过大压力。 

高纤维食品主要涉及蔬菜和水果，如菠菜、甘蓝和瑞士甜菜等绿色

叶菜，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同时供给必需的

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功能，胡萝卜、甜菜和西葫芦这类根茎蔬菜，

是获取纤维素的重要渠道。在水果行业，像苹果、梨、橘子和浆果类的草

莓、蓝莓等，不仅富含纤维素，更是维 C 和其他抗氧成分的宝库，这些成

分对于提升人体的免疫系统和减轻发炎反应至关重要，除了常见的蔬菜和

水果之外，像燕麦、全麦面包、糙米这样的全谷类食品，同样是膳食纤维

的良好来源。比起精炼谷物产品来，提供了更丰富的营养素，能够提供持

续的能量，并且有助于维持保持肠道健康，日常生活中应充分摄取水分和

各种流质食物，因为足够的水分摄入是食物纤维有效作用的基础，液体能

使纤维质得以分解，同时柔和排泄物块，有效避免便秘困扰。 

③作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康复疗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引导

下的康复运动对患者的康复阶段起着关键作用，此举不仅帮助肌肉恢复

伸缩能力和活动界限，亦助力整体提高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借助使用

哑铃进行的胳膊锻炼，不仅能增强上臂肌肉力量，还有助于提升肩背的

稳固性，保持正确的身体姿势与预防腰部承受过大压力，都离不开这一

关键性的锻炼，在专业康复治疗师的严格监督与指导下，病患将进行一

系列康复练习，以确保所执行的每一个动作既准确又无风险。通常，此

类锻炼会以小型哑铃开始，随后依患者体力增长而逐渐增加训练工具的

重量，进行深呼吸和上肢运动的联合训练，不仅提高了肌肉训练的效果，

同时也有助于患者优化呼吸系统功能。在哑铃锻炼过程中，患者将学习

到通过腹式呼吸增加肺容量的方式，每次提起举哑铃时的动作在举哑铃

时吸气，在放下哑铃时呼气，这样的呼吸的节奏可以有效提高锻炼效果，

并帮助良好氧气的分布[3]。 

1.3 观察指标 

①疼痛缓解和并发症率：分析并对比两组病人在接受护理后的疼痛

感知程度（依据视觉评分法进行评分），以及血栓形成的发生率和复发率。 

②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了两组患者在接受医疗护理后的满足度，

并比较了满意、普通与不满足的所占比例，在康复治疗范畴内接受特别

治疗措施的群体对其结果的评价满意程度显著优于接受常规治疗方式的

比较组，这一区别在统计资料上表现出来，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分析了包括计数和计量数据的实验结果，利用 SPSS 22.0 软

件执行了统计处理。分析技术涵盖了 t 检验和卡方检验，数据展示主要使

用标准偏差（ sx  ）和百分比（%）形式。在此统计框架中，当 P＜0.05

时，表明不同实验组之间的差异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4]。 

2.结果 

2.1 护理质量 

在进行护理后，对比了康复组与常规组患者在疼痛缓解、血栓和复

发方面的表现。结果显示，康复组在这些关键健康指标上表现出明显的

优势（详见表 1），具体体现在患者较低的疼痛评分和降低的血栓及复发

率，差异统计上显著（P<0.05）。详情请见表 1。 

表 1  不同护理模式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组别 VAS（分） 血栓发生率 复发率 

常规组（n=20） 5.3±2.1 3（15） 7（35） 

康复组（n=20） 2.1±1.3 0（0） 2（10） 

2.2 护理满意度 2.2 护理满意度 

通过对两组患者进行的护理满意度调查中，康复组的满意度明显超

过了常规组，这种差异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P<0.05），详细数据见表 2。

调查中评估了患者对其接受的护理模式的满意程度，康复组的高满意度

反映了其护理干预的有效性和接受度。详情请见表 2。 

表 2  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对接受护理模式满意度评价 

组别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率 

常规组（n=20） 13 4 3 85 

康复组（n=20） 18 2 0 100 

3.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干扰了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照料能力以及职

场表现，近年来，作为治疗腰椎间盘脱出的有效手段，康复护理的功效

逐步受到关注，开展全面的康复护理，旨在采用物理治疗和康复指导，

减轻患者不适感，重塑患者生活自理能力，防止病情恶化。在康复治疗

期间中，应用腰椎牵引治疗此类物理治疗手段至关重要，利用机械或手

工方法调整受损腰椎，能够直接缓解病灶压力，从而缓解疼痛，通过恰

当的康复锻炼，比如抓握哑铃锻炼来增强手臂肌肉力量，同时结合深度

腹式呼吸和腹部按摩，不仅能加强呼吸系统，也有助于保持消化系统的

健康状态，防止因长期卧床而导致的便秘困扰。 

综上所述，针对患者个体健康状况，制订个性化的治疗计划，采取

综合性的护理措施，明显加快康复速度并提升生活质量，在实际医疗操

作中，这种综合治疗方法的疗法已经证明了对治疗腰椎间盘膨出具有显

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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