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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护理干预联合舒适性护理在经皮椎间孔镜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中的应用
王 慧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目的：探讨在腰间盘突出患者中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联合舒适性护理的作用。方法：选取我院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入院治疗的 80 名腰间盘突出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经诊断都已确诊为 CT 或 MRI，将两者根据入院顺
序平均分为两组，对照组、实验组，每组患者 40 名，通过比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实验组患者恢复情况明
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临床数据没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腰间盘突出病症中应用综合性护理联
合舒适性护理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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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腰间盘突出患者越来越多，其发病的主

要原因为椎间盘纤维环遭到破坏，腰部神经受压迫，导

致患者出现腰酸背痛、双下肢麻木等症状。针对这一类

患者，临床大部分采用经皮椎间孔镜治疗，但在这一治

疗期间如果田间综合性护理以及舒适性护理，其恢复效

果会更好。以下就此做简要探讨。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本文选取我院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入院治疗

的 80 名腰间盘突出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经诊断都已确

诊为 CT 或 MRI，这其中有 35 名男性、45 名女性患者，

年龄分布在 39-53 岁之间；患病时间为一个月到 15 年。

这 80 名患者都选择了 PTED 手术治疗法，根据入院的先

后顺序将其平均分层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 40 名，

通过比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没有明显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1）对照组。此组患者给予普通护理，主要结合

患者的病情、饮食与睡眠情况、诊断结果以及阳性体征

等方面着手护理。及时做好寻房工作，尽早发现病情，

以便及时处理。

（2）实验组。对于此组患者给予综合性护理干预，

且添加舒适护理，具体操作如下：

①术前护理：先给予患者心理教育，受疾病影响患

者及其家属都有一定的心理阴影，且对疾病以及手术存

在一定的恐惧心理，这对手术的顺利开展非常不利，所

以，护理人员应综合病人的具体情况对病人以及家属进

行心理指导，以便消除病人的恐惧感。然后再给予健康

教育，大部分患者及其家属对手术都较为陌生，对一些

注意事项都不够了解，很容易出现错误，所以工作人员

还需要为患者与家属介绍相关信息，并认真向他们讲述

治疗期间应注意的事项，确保手术治疗的顺利开展；最

后为手术开展提供充分条件，包括仪器人员、环境以及

医护人员等，确保手术环境干净整洁，做好消毒杀菌工

作，提前检测仪器性能，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理。

②术中护理：经皮椎间孔镜治疗需提前了解患者腰

椎部的病变情况，然后明确穿刺的位置，透视装置以及

定位仪器如果安放不精确将会带来误差。所以在手术期

间，护理人员需充分展现自身的技能，做好配合工作，

及时监测仪器的运行情况，及时处理问题；并且还需仔

细观察患者在手术期间的各项机体特征，积极鼓励存在

恐惧心理的患者 [1]。

③手术后：在手术结束之后，护理工作者需对病人

的伤口恢复情况进行监测，确保伤口清洁，若有感染或

者出血现象需立即处理，此外还需要监测患者的呼吸以

及心率等情况；确保患者医疗环境整洁卫生，不可吵闹，

为患者提供舒适安静的生活环境，护理人员还需要予以

患者关爱，让其体会到安慰，促进其伤口的愈合；及时

补充营养，为患者提供足够的维生素以及蛋白质；指导

患者正确的锻炼方法，频率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

为患者提供出院指导，为其提供一些注意事项，并让其

及时复查。

1.3 评价指标

效果优：彻底消除腰酸腿疼，腿能够自己抬高

700，机体的原本能力基本恢复，行走可超过 2公里；效

果良：疼痛明显减轻，腰部活动基本灵活；效果可：疼

痛有所减轻，功能有所改善；效果差：机体症状没有变

化。通过视觉模拟来评定疼痛效果，用功能障碍调查表

决策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其内容涉及行走、站立、

穿衣等多项活动 [2]。

1.4 统计学处理

此研究选择 SPSS20.0 软件加以分析，计数资料通

过百分数进行表示，通过 P＜ 0.05 判断是否具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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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恢复情况

组别 n 优 良 可 差
对照组 40 16 9 13 2
实验组 40 26 10 4 0

P P ＜ 0.05

由表 1 可知，实验组术后恢复情况要明显高于对照

组，并且两组数据没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所

以在腰间盘突出患者中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联合舒适性

护理具有重要意义，具有推广意义。

3 讨论
如今，腰椎间盘突出病例在我国已不再少见，发病

率高，目前患者人数超达 2 亿。传统治疗这一病情的方

式为开放性手术，通过全身麻醉的方式，这一方式出血

多、对机体创伤大，并且骨质结构受影响严重，其稳定

性降低，住院时间长，消费高。伴随着显微技术的不断

提高，微创手术在脊柱疾病治疗当中的应用越发广泛，

而且赢得了良好的反馈。PTED 手术融合了内窥镜以及视

频消融技术等，不会出现肌肉与神经剥离的情况，基本

不会影响原本的骨质结构，大大降低了出血量，基本可

控制在 50ml 以内，在确保效果的同时还极大地减少了费

用支出，是当前治疗腰间盘突出病的最佳方法 [3]。

相关报道显示，手术前为患者提供适当的心理护理

能够大大提高其心理接受能力，促进患者身体以及精神

的尽快恢复。因为患者不够了解手术的一些内容，对手

术存在一些恐惧，假如医生、护士以及患者之间沟通不

够及时，很容易影响患者心理，增加其心理压力。所以，

手术之前需为其提供一些与 PTED 相关的心理指导，积

极引导患者，提高其依从性，这对术中的配合以及术后

的恢复起着很好的积极作用。除此之外，PTED 手术还要

经过大量的透视以便更清楚地掌握针道的位置以及入针

点，还需不断提高医患之间的防护，保证不影响其重要

器官。护士还需提前准备足够的手术器械以及防护用具，

以便最大限度减少手术时间，从而有效提高手术效率。

PTED 患者反馈依赖性比较高，为了避免产生并发症，在

手术开始之前需提前告知患者配合点以及手术要求。最

后，通常情况患者在术后精神状态佳，医护人员因此放

松警惕，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将会让人猝不及防，所以，

提高术后警惕也非常关键。手术之后疼痛减轻，患者急

于下床，在机体未完全康复之前就大量运动，从而引发

并发症。所以，护理人员还需要告知患者锻炼方法以及

措施，并特别强调其重要性。

所谓综合性护理即将运动、心理、用药等多种护理

模式联合使用，综合顾客的具体情况合理制定护理方案，

尽可能做到护理全面。舒适性护理即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通过针对性与系统性的方式让患者达到心理安慰我。研

究结果表明，综合性护理干预可以大大改善护理效果，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目前 PTED 手术在治疗腰间盘突出病

中的应用越发广泛，值得进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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