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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孔镜在脊柱骨科的应用及护理体会

蒋阳阳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贵州 松桃  554100

【摘要】分析在脊柱骨科临床过程中应用椎间孔镜治疗并应用不同护理模式所取得的临床效果。方法：在 2017
年 4月～ 2020年 4月期间的患者里面选 64例分两组，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研究组行优质护理，对比临床数据。结果：
研究组临床有效率比对照组高；研究组恢复用时短于对照组；研究组并发症率低于对照组；经护理，患者心理状态

均得到改善，且研究组更好；研究组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统计价值（P＜ 0.05）。结论：在椎间孔镜
治疗期间，优质护理干预对于患者预后健康的恢复具有积极价值，值得推广。

【关键词】脊柱骨科；椎间孔镜；优质护理；临床效果

大量研究数据显示，近年来，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下，骨科疾病逐渐成为了困扰我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

重要问题。大量研究数据显示，由于受到这一问题的影

响，骨科疾病的发病率显著提升，继而对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与阻碍。本文针对在脊柱骨科

临床过程中应用椎间孔镜治疗并应用不同护理模式所取

得的临床效果，现汇报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7 年 4 月～ 2020 年 4 月期间医院脊柱骨科收

治的应用椎间孔镜治疗的患者选取 64 例作 ( 实际上我

们椎间孔镜的患者并没有那么多，这个数据需要修改 )

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男 20 例，

女 12 例；年龄 37 ～ 71 岁；研究组男 19 例，女 13 例；

年龄 38 ～ 70 岁。基本资料无统计价值（P ＞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行常规护理，主要内容包括：监测患

者生命体征指标、做好手术治疗内容说明、做好良好病

房环境的营造以及及时解答患者相关疑问。

1.2.2 研究组  行优质护理，主要内容包括：（1）

医疗健康知识宣讲：在护理过程中，医护人员应积极做

好对于脊柱骨科疾病相关医疗健康知识的合理说明与宣

讲，从而帮助患者实现对于自身疾病情况的充分理解和

合理认识。同时，医护工作者应积极做好对椎间孔镜治

疗技术的充分讲解，从而帮助患者实现对于相关技术的

有效认识；（2）制定科学饮食方案：为了帮助患者实

现临床症状的合理改善与身体健康的有效恢复，医护人

员应结合患者实际情况积极做好日常饮食计划的合理制

定与完善，从而引导患者增加对于果蔬的食用量，同时

有效做好对于肉、蛋、奶等高蛋白与高纤维食物的合理

摄入，继而为患者健康的优化奠定基础；（3）不良心

理疏导：大量研究表明，由于受到疾病的影响，部分患

者往往容易在护理期间出现不良心理情绪，继而不利于

患者愈后生活质量的有效提升与优化，针对这一问题，

医护人员应合理做好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帮

助患者实现对于紧张焦虑等负性情绪的改善，引导其建

立康复信心。在具体做法上，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播放舒

缓音乐或引导患者家属对其进行关怀的方式实现患者心

理情绪的有效缓解；（4）康复训练指导：在术后患者

卧床期间，医护人员应积极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训练，以

便有效实现患者肌肉力量的合理恢复，为患者预后健康

的有效保障奠定坚实的基础。

1.3 观察指标

将患者临床护理效果、恢复用时、并发症、心理状

态以及护理满意度作为评价指标，护理效果分为显效、

有效以及无效；恢复用时依据患者实际情况对比；并发

症主要包括感染、深静脉血栓以及褥疮；心理状态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得

分越少越好；护理满意度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

意。

1.4 统计学方法

用专业软件分析数据，% 代表计数资料，χ2 检验，（）

代表计量资料，t 检验，P ＜ 0.05，证明差异有统计价值。

2 结果
2.1 患者临床护理效果

研究组护理工作的有效率更高，数据差异有统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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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P ＜ 0.05）。见表 1。
表 1 患者护理效果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32 19 12 1 96.88

对照组 32 11 12 9 71.88

x2 - - - - 7.585

P - - - - ＜ 0.05

2.2 患者恢复用时

研究组恢复用时更短，数据差异有统计价值（P

＜ 0.05）。见表 2。
表 2 患者恢复用时

组别 n 恢复用时（d）

研究组 32 21.21±3.65

对照组 32 34.52±3.46

t - 14.971

P - ＜ 0.05

2.3 患者并发症

研究组并发症率更低，数据差异有统计价值（P

＜ 0.05）。见表 3。
表 3 患者并发症

组别 n 感染 深静脉血栓 褥疮 并发症率 12（%）

研究组 32 0 0 1 3.13

对照组 32 2 3 3 25.00

χ2 - - - - 6.335

P - - - - ＜ 0.05

2.4 患者心理状态

经护理，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得到了改善，且研究组

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统计价值（P ＜ 0.05）。见表 4。
表 4 患者心理状态

组别 n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32 47.55±3.51 20.12±1.65 48.22±3.23 20.14±2.26

对照组 32 47.62±3.48 26.26±1.33 48.31±3.25 27.82±2.25

t - 0.080 16.389 0.111 13.623

P - ＞ 0.05 ＜ 0.05 ＞ 0.05 ＜ 0.05

2.5 患者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统计价

值（P ＜ 0.05）。见表 5。
表 5 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32 13 19 3 90.63

对照组 32 5 15 12 62.50

χ2 - - - - 7.053

P - - - - ＜ 0.05

3 讨论
研究人员表示，老年人身体骨骼质量可出现退化的

问题，进而导致大量退行性病变，对于患者身体健康造

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于医院而言，作为重要的医疗

科室之一，脊柱骨科主要用于治疗骨科疾病的患者。在

临床过程中，该科室收治的患者以腰椎椎间孔狭窄、腰

椎间盘突出以及腰椎间盘源性腰痛较为常见。从患者的

角度分析，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受到疾病的影响，患者

往往伴有较为明显的腰部疼痛，继而对其生活质量与行

动能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与限制。针对这一问题，近年

来，随着医疗改革工作的不断开展与落实，我国主要采

用椎间孔镜对患者进行治疗。实践表明，通过这一治疗

技术的应用，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与优化，对患者健康的合理保障具有良好的推动价值。

研究人员指出，为了进一步实现患者预后健康的恢恢复，

在应用椎间孔镜进行治疗期间，医护人员应积极做好对

于护理工作的合理探究与分析，从而有效提升患者护理

工作的综合水平。

本次研究证明，通过优质护理干预的应用，患者护

理有效率得到了合理的提升与优化。与此同时，患者预

后恢复时间也得到了合理的提升与优化。在并发症方面，

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得到了显著减少，且其心理状态指标

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此外，优质护理下，患者的满意

度相对更高。

综上，在椎间孔镜治疗期间，为了合理提升患者预

后质量，医护人员应积极做好优质护理干预的应用与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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