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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护理中的效果评价

曹慧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研究评价循证护理在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方法：经患者同意，对 96例于 2018年 7月至 2019
年 7月入院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开展本次研究，设立常规组和循证组两个组别，对患者实施平均分组。开展常规护理于常规组，

开展循证护理于循证组，观察组别间患者护理实施效果及护理开展有效性。结果：实施护理后，循证组患者护理实施效果及护理开展

有效性存在明显优势性，对比常规组患者护理实施效用较高，经数据信息比对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开展循证护理于神

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可以使患者疾病康复效率得到有效促进，提高患者疾病认知程度及护理配合积极性，因此具有较高临床护理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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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今电子设备在生活中使用效率的频繁性，公众普遍存

在不同程度的颈椎类疾病，神经根型颈椎病患病患者多为久坐及

行动能力受限人群，致使颈椎存在严重形变，诱发神经根型颈椎

病发生[1]。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患者开展询证护理模式，通过

增进患者疾病认识程度、树立患者疾病康复信心等方式，能够有

效提升患者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效率，促进患者疾病康复[2]，现

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经患者同意，对 96例于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7月入院治

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开展本次研究，设立常规组和循证组两个

组别，对患者实施平均分组。常规组 48例患者，男性患者 27例，

女性患者 21例，男女比例 27:21，年龄 29岁至 72岁，平均年龄

（49.16±1.34）岁，循证组 48例患者，男性患者 25例，女性患

者 23例，男女比例 25:23，年龄,28岁至 74岁，平均年龄（48.52
±2.48）岁，经对比，组间一般基础资料无差异性（P＞0.05）。

1.2方法

常规组开展常规护理：循证组开展循证护理，详细方法如下。

（1）循证小组：由具有丰富护理经验的医生及护理人员成

立循证护理小组，针对性的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护理方式、护理注

意事项、护理开展方法等护理细节进行学习，增强小组成员护理

实施效率及专业技能，从而使循证护理实施质量及护理作用得到

有效保障。

（2）健康教育：定期组织患者进行神经根型颈椎病知识及

日常颈椎健康教育，可以活动、讲座、交流会等形式开展，使患

者对神经根型颈椎病产生明确认识，以此提升患者护理实施过程

中的配合效率，激发患者主观护理意识。

（3）心理疏导：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增进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效率，由此拉近二者之间距离，

对存在不良情绪及异常心理状态患者，需对其原因加以了解，及

时、有效的对患者心理问题加以管理和疏导，使患者持续保持良

好的心理状态，建立患者积极康复信心，促进患者神经根型颈椎

病临床诊疗效率。

1.3观察指标

统计组间护理实施效率，采集患者疾病感受、疾病认识、心

理健康、生活质量等项数据指标，评分上限 25分，下限 0分，

评分计算组间护理实施效率及护理成效。

统计组间护理开展有效性，划分显效、有效、无效三个项目，

采用百分比的方式计算术护理开展有效性，几率占比与患者护理

开展有效性成正比，观察组间患者护理实施对患者疾病影响。显

效为患者疾病临床症状消失，机体情况疾病恢复正常；有效为患

者疾病症状少数存在，呈现出明显的好转迹象；患者经护理后，

病情无任何好转，或出现加重为无效。

1.4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循证护理在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护理中的效

果，数据分析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t检验计量资料，用（x
±s）表示，²检验计数资料，具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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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统计组间护理实施效率

评估组间患者疾病感受、疾病认识、心理健康、生活质量

等项数据指标等项内容，经统计对比可见，护理实施后，循证组

护理实施效率显著高于常规组，对数据指标实施计算存在明显差

异性（P＜0.05）见表 1。

表 1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护理实施效率（分，x±s) n=96

分

组

案例

（n）

疾病感受

（分）

疾病认识

（分）

心理健康

（分）

生活质量

（分）

常

规

组

48 12.41±3.25 11.13±3.22 8.06±2.17 9.72±1.89

循

证

组

48 18.57±1.72 19.34±2.98 14.41±4.50 18.58±2.23

t - 11.6064 12.9646 8.7902 20.9989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统计组间护理开展有效性

采集统计组间患者护理实施后护理有效性，经统计对比可

见，护理实施后，循证组患者护理有效性明显高于常规组，护理

开展有效率占比较高，对数据指标实施计算存在明显差异性（P
＜0.05）见表 2。

表 2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护理开展有效性（n%）

分组 案例（n） 显效 有效 无效 护理开展有效率

常规组 48 10 21 17 31（64.58%）

循证组 48 15 26 7 41（85.41%）

X² - 5.5556

P - 0.0184

3.讨论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由侧脊神经根受到严重压迫或刺激所致，

普遍为单侧发病，会导致患病患者出现单侧触觉及运动感知障碍，

临床表现以颈肩痛、单侧上肢无力、末梢神经反应迟缓、麻木为

主表症状，对患者肢体能动性及精细的手部操作产生一定影响，

干扰患者工作和生活[3]。

循证护理作为当前医疗领域中具有一定先进性和科学性，以

患者为中心，开展具有综合性及全方面的护理方式，在实施过程

中，医护人员通过对护理事项、护理患者疾病情况、护理开展方

式等方面的细致划分及明确规划，能够使护理实施更具时效性及

针对性，循序渐进的引导患者疾病诊疗及心理健康程度，以此使

患者对护理接受程度更高，配合性更强[4]。

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患者实施循证护理，通过对患者康复

信心的有效建立、神经根型颈椎病健康知识的有效宣导等，使患

者能够更为主动对临床护理进行配合，提升患者遵医行为能力，

从而保障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临床诊疗效率，对患者康复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5]。

本次研究表明，循证护理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具有较高的

护理实施作用，在循证组中，对患者实施循证护理后，患者护理

实施效率及护理开展有效率相比于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患者，存

在较高的差异性，数据统计对比，均呈现出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患者采用循证护理模式进

行护理，能够有效调节患者心理状态，完善患者神经根型颈椎病

认知程度，从而使患者护理配合积极性得到有效引导，显著减轻

患者疾病感受，保障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治疗效果及患者预后生

活质量，对患者疾病康复的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作用和护理

实施意义，因此值得在临床上使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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