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cal Tribune医学论坛第 4卷第 9期 2022 年

88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慢性疼痛的规范护理研究
邓 芳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重庆 409900

摘 要：目的：研究分析将规范护理应用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慢性疼痛护理中的效果。方法：加入到本研究的对象均为腰

椎间盘突出症伴有慢性疼痛的患者，纳入起始时间在 2021年 1月，截止时间在 2022年 1月，共计纳入 84例。施行信封抽签

法将患者予以分组，其中一组设定为对照组，本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另一组设定为实验组，本组采取规范护理，两组患者

均为 42例。对上述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焦虑抑郁评分、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护理前实验组疼痛

评分和对照组进行比较，两组对比差异较小，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护理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对比，可见实验组疼痛

评分较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慢性疼痛护理中采取规范护理，能够

较好地缓解患者的疼痛，改善其心理状态，同时能够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而患者对该护理效果较为满意。由此可见，此

种护理方法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慢性疼痛护理中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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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Nursing Study of Chronic Pain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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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standardized nursing in chronic pain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The subjec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ere all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chronic

pain. The starting time was January 2021 and the cut-off time was January 2022. A total of 84 cases were included. Envelope lottery

method was used to divide the patients into groups. One group was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other group was set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ch received standardized nursing care. There were 42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The pain scor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abov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 pain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mall,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Compar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ain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i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Standardized nursing in chronic pain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can better relieve the pain of patients,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the patient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nursing effect.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nursing

meth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hronic pain care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Keywords: Standardized nurs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Chronic pain; Pain score; Anxiety,depression; Quality of life; Nursing

satisfaction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于临床上多见的骨科常见病。相关研

究指出，此病在最近几年表现为年轻化趋势发展
[1]
。国内腰

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率在 18%左右，而国外发病率高达 30%左

右，其占据腰腿痛 15%左右。腰椎间盘突出症常见的病因为

椎间盘变形、纤维环破裂以及髓核突出压迫神经根和马尾神

经产生的临床综合征。该病在临床治疗中多采取保守治疗，

但通常情况下，保守治疗的效果较差，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缓

解疼痛。有研究表明，在患者的治疗中施行护理干预，能够

较好地缓解其疼痛，且能够促进患者康复
[2]
。伴随医疗护理

理念的逐渐提升，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要求也随之提升，以

往的常规护理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这就需要采取较高质量

的护理模式
[3]
。为此，加入到本研究的对象均为腰椎间盘突

出症伴有慢性疼痛的患者，纳入起始时间在 2021年 1 月，

截止时间在 2022年 1月，共计纳入 84例。研究分析将规范

护理应用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慢性疼痛护理中的效果。研

究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加入到本研究的对象均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伴有慢性疼

痛的患者，纳入起始时间在 2021年 1月，截止时间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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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共计纳入 84例。随访时间为 3 个月，实行信封抽

签法将患者予以分组，其中一组设定为对照组，本组采取常

规护理干预，另一组设定为实验组，本组采取规范护理，两

组患者均为 42例。2组患者男女占比分别：实验组男 24例，

女 18例，对照组：男 26例，女 16例；年龄分别在：实验

组：35-68岁，平均 54.32±3.26岁；对照组：36-67岁，平均

54.37±3.27岁）。2组基础资料比较差异不明显，不存在明

显统计学差异（P＞0.05）。本研究所纳入的对象完全符合制

定的纳入排除标准。此研究经秀山县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通过。

1.1.1纳入标准

（1）通过相关诊断后满足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

且均存在慢性疼痛；（2）患者对本次研究目的知情，并主

动加入此次研究。（3）患者基础资料全。

1.1.2排除标准

（1）由其他疾病引起慢性疼痛，如骨折，肿瘤等；（2）

随访时间不足，失访患者；（3）基础资料缺失者。

1.2方法

1.2.1对照组

本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按照以往常规的护理制度对患

者开展护理干预。

1.2.2实验组

本组接受规范护理干预，方法详见下文：

（1）心理护理：因此病的病程较长，且恢复较慢，加

之疾病产生的疼痛以及患者对相关知识了解较少，从而使得

其产生诸多的负面情绪，例如焦虑、恐惧以及抑郁等。因负

面情绪会对患者的疼痛进行加剧，产生恶性循环，为此需要

对患者采取心理护理。护理人员需要向患者说明该病的发病

机制，以及负面情绪对病情的影响，促使其能够维持良好的

情绪，提升其治疗疾病的信心。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采

取用语言以及心理技巧指导，纠正患者错误的认知，构建良

好的护患关系，促使患者能够积极地配合相关治疗及护理。

（2）健康宣教：在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期间，需要鼓

励患者进行腰背肌、下肢肌肉功能锻炼，并给予其相应的锻

炼指导，防止其过度劳累、弯腰以及扭腰等。嘱咐患者应进

行适当的休息，告知其饮酒、吸烟对病情的影响，给予其饮

食指导，嘱咐其以清淡饮食为主。日常生活中需要保持良好

的情绪，且提高其身体素质，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反复发作。

在患者需要采取手术治疗中，应向其讲解手术治疗方法、预

期效果，以及手术中可能产生的不良情况和相关注意事项

等。以消除患者对手术的疑虑以及恐惧。同时可采取 3D动

画的形式为患者讲解该病的发病原因、过程以及手术方法

等，以便患者能够更好地了解。

（3）疼痛护理：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较为典型的症状

则是疼痛，患者可产生不同程度的疼痛感，为此需要对患者

的疼痛予以评价，按照其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镇痛干预。对

于出现轻度疼痛的患者可采取转移注意力法，例如患者可通

过聊天、看电视、听音乐等方式来转移其沉浸在疼痛中的注

意力，从而起到缓解效果。对于存在中、重度疼痛的患者，

需要结合上述方法按照医嘱采取药物镇痛干预，为患者讲解

镇痛药物的治疗方法、剂量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同时观察

患者用药过程，以免产生不良反应。

（4）并发症护理：腰椎间盘突出症在手术治疗后能够

产生较多的额并发症，常见椎间隙感染、脑脊液漏以及下肢

深静脉血栓等。为此，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各项指标进行

密切观察，若患者产生腰腿痛、发热、寒战以及乏力等症状

时，需要第一时间通知医生，并协助医生进行相应的处理。

另外护理人员还需要关注患者引流管情况，对其血压、血糖

波动以及血钾水平予以定时监测，以免产生不良的后果。

（5）康复护理：患者术后的康复护理尤为重要，采取

康复功能锻炼，能够促进患者较快的恢复到正常水平，为此

在患者采取较早的康复功能锻炼能够对其神经根粘连予以

预防，加快神经功能的恢复，防止腰背肌萎缩。护理人员指

导患者进行深蹲、燕子飞、四点爬姿、腰神经锻炼以及平躺

拉伸等运动方法，合理控制患者的运动量，患者自感舒适为

宜，随后按照其恢复情况适当增加运动量。

1.3效果标准

对上述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焦虑抑郁评分、生活质量

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1）应用视觉模拟疼痛量表（VAS）对患者护理前后的

疼痛情况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的疼痛越严重。

（2）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

对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

者负面情绪越严重。

（3）采取生活质量量表（SF-36）对患者护理前后的生

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较高。

（4）采取本院自制满意度问卷调查表来了解患者对本

次护理效果的满意度。满意等级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及不

满意。计算方法为非常满意例数加上一般满意例数比上总例

数乘以 100%。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SPSS 23.0 软件进行处理。采

用K-S检验进行正态分布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



Medical Tribune医学论坛第 4卷第 9期 2022 年

90

（四分位数间距）表示，其组间差异比较使用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数据的组间

差异比较使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以P＜0.05认为有

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两组患者疼痛评分对比分析

实验组疼痛评分：护理前（5.42±1.25）分；护理后

（2.34±0.32）分。对照组疼痛评分：护理前（5.54±1.43）分；

护理后（3.46±0.43）分。两组护理前后疼痛评分对比t检验值：

护理前（t=0.409,P=0.683）；护理后（t=13.541,P=0.001）。

护理前实验组疼痛评分和对照组进行比较，两组对比差异较

小，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护理后实验组和对照组

对比，可见实验组疼痛评分较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存在统计

学差异（P＜0.05）。

2.2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分析

实验组护理前：焦虑（56.78±3.25）分、抑郁（55.46±4.32）

分；护理后：焦虑（21.23±1.24）分、抑郁（23.45±2.36）分。

对照组护理前：焦虑（56.58±3.25）分、抑郁（55.32±4.75）

分；护理后：焦虑（35.46±1.21）分、抑郁（36.43±2.46）分。

两组护理前后疼痛评分对比 t检验值：护理前：焦虑

（t=0.282,P=0.778）、抑郁（t=0.141,P=0.888）；护理后：

焦虑（t=53.228,P=0.001）、抑郁（t=24.675,P=0.001）。护

理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焦虑、抑郁评分不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护理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对比，可见实验组焦虑、

抑郁评分较低（P＜0.05）。

2.3两组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实验组生活质量：护理前（56.53±5.42）分；护理后

（88.74±4.32）分。对照组生活质量：护理前（55.68±5.47）

分；护理后（73.26±4.36）分。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t

检 验 值 ： 护 理 前 （ t=0.715,P=0.476 ） ； 护 理 后

（t=16.345,P=0.001）。护理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

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经护理后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

与对照组比较，可见实验组较高（P＜0.05）。

2.4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5.24%（40/42）：非常满意 35例，

占比为 83.33%；一般满意 5例，占比为 11.90%；不满意 2

例，占比为 4.76%。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6.19%（32/42）：

非常满意 25 例，占比为 59.52%；一般满意 7 例，占比为

16.67%；不满意 10 例，占比为 23.81%。 x2 检验值：

（x2=6.222,P=0.013）。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与对照组比较，可

见实验组较高（P＜0.05）。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于临床上常见的骨科疾病，此病多发

在中老年人群中，可能和患者身体素质存在关系，患者年龄

越大，其发病率就越高，在患者患病后，能够产生疼痛感，

同时此病治疗难度较大，以至于患者出现慢性疼痛，这就对

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治疗配合度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对患

者治疗中采取优质的护理服务极为重要
[4]
。

此次研究中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慢性疼痛护理中施

行了规范性护理，该护理方法相比较常规护理具有较高的规

范性、护理性以及科学性，能够对患者施行优质的护理干预。

该护理从心理护理、健康教育、疼痛护理、并发症护理以及

康复护理方法进行。可见规范性护理也具有全面性
[5]
。本次

研究结果中，护理后实验组疼痛评分和对照组对比，可见实

验组较低（P＜0.05）。提示规范护理能够对患者的疼痛予以

较好的缓解。护理后实验组焦虑抑郁评分和对照组对比，可

见实验组较低（P＜0.05）。提示规范护理可消除患者的负面

情绪。护理后实验组生活质量与对照组比较，可见实验组较

高（P＜0.05）。表明了规范护理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实

验组护理满意度与对照组比较，可见实验组较高（P＜0.05）。

这是因为规范护理能够起到较好的护理效果，因此患者对该

方法较为满意。

综上所述，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慢性疼痛护理中采取

规范护理，能够较好地缓解患者的疼痛，改善其心理状态，

同时能够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而患者对该护理效果较为

满意。由此可见，此种护理方法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慢性

疼痛护理中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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