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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干预对脊柱外科患者康复影响 
陈思敏 

(台州市立医院  318000) 

摘要：目的：探求对脊柱外科患者利用个性化护理干预形式辅助患者康复带来的影响，为脊柱外科护理工作者提供部分参考。方法：将我

院 2019 年~2021 年间在本院脊柱外科进行治疗的患者（共 94 例）随机分配成各比例大致相同的两组，一组称为比对组，一组称为实验组

进行临床研究，其中实验组运用个性化护理的方法，比对组则用传统的常规护理。实验最后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各项数据指标从而得出结论。

结果：在分别护理后，实验组在术后各项身体数据指标和康复状况与对照组相比，统计学方面的差异显著（P<0.05），且心理评分观实验数

据优于对照组。结论：对病人使用个性化护理干预有优良影响，有利于患者身心健康的恢复，值得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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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脊柱外科患者就

医需求量也不断增加。脊柱具有支持躯干、保护内脏、保护脊髓和

进行运动的功能，对我们人体的正常什么活动有重要影响。脊柱受

损后，常常会影响人体的躯体运动和感觉，并且多为永久性创伤，

难以治愈，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目前，对于脊柱损伤的患者，大

多采用手术治疗的方法，但术后往往出现疼痛、运动障碍等并发症，

部分患者受病情影响还会出现心理问题。为探求个性化护理干预对

患者的预后带来的影响，本研究于 2019~2021 年在本院内选取 94

例患者进行研究，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选取的实验对象，为在我院进行脊柱损伤治

疗的患者，共计 94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与比对组两组，每组 47 例，

在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后经同意，进行临床试验研究，其中实验组

运用了精细化护理的方式，比对组则依旧使用常规护理方式。其中，

实验组 47 例中包括男 28 例，女 19 例，年龄 23~67 岁，平均（42.36

±8.69）岁。比对组 47 例中包括男 26 例，女 21 例，年龄 23~64

岁，平均（41.54±7.39）岁。入选标准：1.在本院住院患者和家属

均知晓本次研究，并签署实验知情同意书。2.在本院确诊为脊柱损

伤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排除标准：1.合并感染及其他机

体状况导致无法满足手术条件的患者。2.患有凝血方面功能障碍的

患者。3.患有精神疾病或肢体障碍患者。4.患有先天性疾病（免疫，

体循环等）或存在颅脑外伤的患者。对两组进行脊柱外科手术治疗

的患者基础资料进行比较，P>0.05，具有实验调查数据研究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比对组进行传统的常规护理，由住院期间的患者对应的责

任护士依据院方相关规定进行基础护理干预。 

1.2.2 实验组进行个性化护理干预。（1）组建护理干预小组：在

病区内定期对负责实验组的责任护士及护士长进行个性化护理培

训，组成个性化护理干预小组，与康复科资深护理人员进行交流学

习，在符合院区基本护理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特殊护理干预，对不

同的病患增加针对性和特殊化护理干预，帮助患者尽快康复，降低

并发症的发病率，提高患者的满意度。（2）术前认知干预：在患者

进行脊柱外科手术治疗前，由管床医生和责任护士对患者及家属进

行谈话，使患者及其家属明确手术及治疗流程，对患者家属进行针

对性讲解，明确患者的身体状况及病情特征及预后，帮助患者及其

家属更好的认知疾病，加强患者的治疗意愿。（3）心理干预：各床

的专属小组中的医护工作人员积极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讨论交流，

根据心理学内容有针对性的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积极引导，帮助患

者客服内心对疾病的恐慌，弱化和缓解患者的压抑情绪，增强患者

自身的治疗欲望和配合度，同时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增进与患者家属

的情感，促使其能进一步配合医护人员工作。（4）术前行为干预：

在术前对不同的患者实施不同的行为指导，饮食上通过和营养科医

生的指导帮助患者合理搭配饮食，运用营养指导等干预措施，保障

患者的营养需求；对患有睡眠障碍的患者进行了解诊断，通过针灸、

药物等方法帮助患者改善睡眠问题，保障患者的充足睡眠；同时对

于患者以往在生活中的错误认知和行为，进行科普讲解和正确引

导。保障患者能够以良好的状态如期进行手术治疗。（5）术后行为

干预：术后责任护士及时对患者进行体位指导，帮助患者采用合适

的体位进行修养，协助患者家属使患者尽快适应硬板床休息。同时，

对患者及其家属结合病情讲明注意事项，及时观察患者情况，辅助

患者进行翻身等行动，避免二次损伤的出现。同时对于需要卧床的

患者进行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干预，尽量避免患者并发症的出

现。对于出现剧烈疼痛的患者，及时结合医嘱进行辅助干预治疗指

导，及时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行为和心理引

导，缓解患者疼痛情况的同时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促进患者的康

复进程。在患者达到复健要求后，对患者进行床上/床下康复指导，

帮助患者进一步康复。（6）中医干预：结合患者病情与中医科医生

进行学习，通过针灸、按摩等方式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康复理疗，

帮助患者加快康复进程，有利于减少临床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

的预后，提升治疗效果。（7）并发症干预：针对性的面对患者的术

后状况并结合患者自身的基础病等指标，进行个性化护理，及时对

患者伤口进行清洁处理，避免伤口感染；辅助患者定时翻身，减少

压疮发生的可能性；在患者身体情况允许下进行少量下肢锻炼，预

防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等。（8）院后干预：在患者出院前，对患者及

其家属进行院后指导，对注意事项及日常活动强度进行具体讲解，

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学习相应的在家康复锻炼项目，方便患者后续的

恢复情况，加强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 

1.3 观察指标：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疼痛情况、心

理状况评估、满意度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建模运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计算。各计

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各计数数据以率(%)表

示,采用χ2 检验，最终得到 P 值。P<0.05 表示两组实验患者数据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数据比较：通过临床数据计算，实验组平均住院

时间短于比对组，同时，实验组出现压疮、深静脉血栓、二次损伤

等问题的概率明显低于比对组，并发症的发生率较比对组显著降

低，术后疼痛情况也小于比对组。经数据对比，实验组数据更好，

同时，通过心理测评问卷统计得出，实验组患者心理状态好于比对

组，数据经计算，此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组别 住院时间 并发症发生率 

比对组 （26.78±7.96）d 21.27% 

实验组 （21.78±6.26）d 10.63% 

经数据计算，此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病患术后状况比较 

经统计分析，实施个性化康复护理的实验组患者并发症远少于

对照组患者，术后出院患者中，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要比对照组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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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好的多。P<0.05，有统计学意义。 

2.3 两组患者满意度调查 

通过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实验组患者及其家属满意度高于比

对组，经过数据计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实验组 68.09% 25.53% 6.38% 

比对组 48.94% 38.30% 12.77% 

经数据计算，此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数量不断上升，出现脊柱损伤的患者也不断增

加，临床对脊柱外科的需求量也随之不断上涨。脊柱损伤具有高致

残率和较高致死率的疾病，在人体的脊柱中包含着人体诸多的重要

神经，对我们的躯体感觉和运动起重要影响。目前，在我国临床方

面，对于脊柱损伤患者治疗方法多为外科手术治疗，但在传统的护

理方式下，术后患者常出现肢体运动障碍、疼痛等情况，同时还可

能出现多种感染、压疮、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对患者的后期生活

带来影响。为有效减少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的预后，我

院采用个性化护理方案对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通过本次实验的数

据及患者情况对比，对患者进行个性化护理干预有助于患者的康复

进程。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认知干预，能有效的帮助患者及其家属

更好的认识疾病，明确治疗流程及预后效果，有助于提高患者及其

家属的治疗意愿和配合度；通过责任护士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交流引

导，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有助于患者减轻心理负担，消

除部分负面情绪，有助于治疗和康复流程的进行。同时，对患者进

行术前术后的行为干预，加强患者的营养摄入，规律患者睡眠时间，

帮助患者获得较好的术前身体状况，有助于保障患者手术如期进

行，并且在术后辅助患者进行翻身、下床等行动，帮助患者减少二

次损伤的发生率，及时对患者进行伤口清洁，减少感染的可能性，

并结合中医理疗方法，能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病率，有利于患者的

尽快恢复。 

综上所述，对患者进行个性化护理干预可以改善病人的各项生

理指标，缩小患者及其家属内心的恐惧心理，改善心理状况，消除

患者负面情绪，提升患者及家属的治疗积极性，降低脊柱手术术后

的并发症问题，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据多类此项研究，个性化护

理在脊柱外科临床治疗方面效果显著，影响巨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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