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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护理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保守治疗患者依
从性及疗效
李彦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目的：针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实施早期康复护理的疗效以及依从性进行探索。方法：以 2018年 1月-2019
年 6 月入住本院的 96 例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病人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病人 48 例；参与本
次研究的所有病人均选择保守治疗的措施，其中为对照组提供常规护理的措施，而实验组则在进行常规护理的同时，
再开展早期康复护理；对比这两组病人的依从性以及疗效情况（治疗优良率）。结果：观察组病人要显著优于对照组，
组间差异明显（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实施早期康复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和治疗优良率，对于患者脊椎骨折恢复和腰背肌的恢复具有积极作用，早期康复护理是一种理想的
护理选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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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骨科疾病，

临床表现为活动受限、背痛等，发病的主要原因在于创

伤，该病在老年群体中的发病率较高。目前，保守治疗

方法是治疗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的最佳方法，但是，保守

治疗需要患者的高度配合，患者的依从性直接决定着治

疗效果。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够促进患者依从性的提高，

从而起到提高治疗效果，促进患者康复的作用。近年来，

早期康复护理逐渐得到了医护人员的关注和应用，本研

究以我院接诊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保守治疗病人作为目

标对象，分析早期康复护理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保守治

疗病人依从性及疗效，现具体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6 月期间入住我院的 96 例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为目标对象，并随机将其分成实

验组和对照组，每组病人 48 例。其中对照组当中有男

26 例、女 22 例，而实验组有男 21 例、女 27 例；对照

组病人的年龄在23~70岁，平均年龄（47.89±3.18）岁，

实验组患者年龄22~68岁，平均年龄（46.63±3.36）岁。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学历、病程、病因等）

无明显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参与本次研究的所有患者均选择保守治疗方法，对

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方法，包括病房环境护理、心理

护理、用药指导、健康宣教、生命体征观察、疼痛护理

等等。实验组病人在进行常规护理的同时，再对其进行

早期康复护理，操作如下：（1）体位护理。护理人员为

患者准备好硬床板，指导患者调整合适的体位，使患者

骨折脊椎处于伸拉状态，促进患者的康复。护理人员还

要指导患者每天进行 2~3 次的挺腹训练，每次训练持续

10~15 分钟。（2）并发症护理。由于本次实验的患者均

接受的是保守治疗方法，为防止其出现腹胀，护理人员

需要嘱咐患者保持排泄通常，同时这有利于患者肠胃功

能的锻炼和改善；护理人员应该注意保持患者皮肤干燥，

做好患者皮肤的清洁护理工作，及时更换患者的床单被

罩，防止患者出现压疮。（3）早期康复训练。护理人员

可以指导入院后的患者进行锻炼，入院后的一周内指导

患者进行简单的康复训练；一周后指导患者采用五点支

撑法开展康复训练；三周后指导患者采用三点支撑法开

展康复训练；四周后指导患者采用弓桥支撑法进行康复

训练。在此过程中，护理人员要注意根据患者的年龄、

病情、接受程度及康复情况控制好训练强度，让患者循

序渐进地进行康复训练。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依从性及疗效，其中，依从性

分为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完全不依从，完全依从是指

患者能够积极主动地配合护理人员的安排与指导；部分

依从是指患者不能完全配合护理人员的安排和指导，对

护理人员的部分安排与指导存在异议；完全不依从是指

患者完全不配合护理人员的安排与指导。本研究采用优

良率代表护理疗效，分为优、良、差三个指标，优良率

=（优良人数 /总人数），其中，优是指患者骨折脊椎高

度恢复程度在 80% 以上，腰部功能正常、腰部活动自如，

骨折基本或完全复位；良是指患者脊椎高度恢复程度在

60%~80% 之间，部分骨折复位，但是患者仍伴有腰痛腰

酸情况，但是轻微的；差是指患者脊椎高度恢复程度在

60% 以下，患者腰痛腰酸情况明显。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专业的统计学软件 SPSS22.0 进行分析，其中，

计数资料用[n（%）]表示，计数资料用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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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病人的治疗依从性

对照组患者治疗依从率为 75.00%，而实验组的病人

为 95.83%，由此可见实验组病人要显著优于对照组，依

从率明显改善，组间差异明显（P ＜ 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完全不依从 总依从率（%）

实验组 48 40（83.33）6（12.50） 2（4.17） 46（95.83）

对照组 48 24（50.00）12（25.00）12（25.00） 36（75.00）

P - - - - ＜ 0.05

2.2 治疗优良率的对比

针对这一方面，对照组为 66.75%，而实验组高达

91.67%，从此可以看出实验组的病人其质量优良率要比

对照组改善很多，组间差异显著（P ＜ 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如表 2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的治疗优良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优良率（%）

实验组 48 36（75.00）8（16.67） 4（8.33） 44（91.67）

对照组 48 22（45.83）10（22.92）16（31.25）33（66.75）

P - - - - ＜ 0.05

3 讨论
近年来，我院接诊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的数

量逐年增加，创伤是主要病因，保守治疗方案是胸腰椎

压缩性骨折患者的首选方案，保守治疗方案对患者依从

性的要求比较高，但临床应用结果表明，由于患者的卧

床时间较长，受骨折疼痛感和并发症等因素的影响，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大大降低，对患者的康复带来不良影

响，因此，如何有效提高患者依从性是胸腰椎压缩性骨

折保守治疗的重点研究课题。早期康复护理在胸腰椎压

缩性骨折保守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有效提高了治疗效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

上，接受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照组患者治疗依从率

为 75.00%，实验组患者的依从率为 95.83%；对照组患

者的治疗优良率为 66.75%，实验组患者的治疗优良率为

91.67%，可见，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治疗优良率

要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明显（P ＜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实施早期康复

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治疗优良率，对

于患者脊椎骨折恢复和腰背肌的恢复具有积极作用，早

期康复护理是一种理想的护理选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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