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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脊柱脊髓损伤术后骨科康复护理的应用 
何怡静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218） 

摘要：目的：探究骨科康复护理应用于脊柱脊髓损伤术后患者的护理效果。方法：应用回顾性分析的方式，将本院自 2020-2022 年三年间

收治的脊柱脊髓损伤的患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纳入与排除的方式从中选取 68 例患者进行研究，通过应用护理措施差异的方式将患者分为

人数相同的两组，在患者进行脊柱脊髓损伤术后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的患者命名为对照组，应用康复护理的患者命名为探究组，每组各

34 例患者。根据患者术后应用护理干预措施的差异将两组患者分别命名，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的组别命名为对照组，应用骨科康复护理

干预措施的组别命名为探究组。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综合评分以及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采取调查并对比，分析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优势。

结果：在应用骨科康复护理干预的情况下，患者的护理质量综合评分以及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均存在较为显著的优势，并且差异存在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通过为脊柱脊髓损伤术后的患者应用骨科康复护理，可以有效的提升护理质量评分，同时使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得到

提升，在骨科临床中应当被推广并应用。 

关键词：脊柱脊髓损伤；骨科；快速康复护理 

 

脊柱脊髓损伤主要是由于受到外界因素，诸如交通事故以及自

然灾害等原因而导致的脊柱脊髓出现的损伤，由于脊柱脊髓损伤的

伤情较为复杂与严重，同时存在着多发伤以及复发伤的情况，患者

出现并发症的情况相对较高，在治疗或者处理不及时的情况下患者

的脊柱功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患者出现终身

残疾的情况[1-4]。一般临床上对脊柱脊髓损伤的患者采用的治疗措施

以手术治疗为主，患者在手术治疗后能否得到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影响了患者疾病的治疗效果以及患者疾病的康复效果。传统的护理

干预措施主要是对患者所表现出的临床症状进行干预，对患者疾病

的康复所起到的效果相对较差[4-6]。本文通过对脊柱脊髓损伤的患者

应用骨科快速康复护理干预措施的比对传统护理干预措施的优势

进行探究，作出如下的报道。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应用回顾性分析的方式，将本院自 2020-2022 年三年间收治的

脊柱脊髓损伤的患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纳入与排除的方式从中选

取 68 例患者进行研究，通过应用护理措施差异的方式将患者分为

人数相同的两组，在患者进行脊柱脊髓损伤术后应用常规护理干预

措施的患者命名为对照组，应用康复护理的患者命名为探究组，每

组各 34 例患者。根据患者术后应用护理干预措施的差异将两组患

者分别命名，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的组别命名为对照组，应用骨

科康复护理干预措施的组别命名为探究组。采集两组患者的临床基

本资料，并将患者的一般资料整理为表 1 的数据。能够发现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本次

研究可以进行。纳入标准：患者经影像学检查后诊断为脊柱脊髓损

伤，患者精神状态较好，患者采用脊柱脊髓损伤手术治疗。排除标

准：患者存在严重基础类疾病，患者精神状态较差，患者对临床护

理措施不配合。本次研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认证，并且患者以及

患者家属均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性别 
组别 n 

男 女 
平均年龄 

对照组 34 20 14 40.29±3.58 

探究组 34 19 15 41.17±4.14 

2.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手术后采用骨科常规护理干预措施，患者在入院

治疗时需要及时的对患者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对患者的病情

采取及时的记录，对患者的生命体征实时检测，并根据患者的生命

体征变化采取适当的临床护理。探究组患者在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措

施的基础上采用骨科快速康复护理干预措施。在患者手术后由于需

要维持脊柱的稳定，因此需要长期卧床，这时护理人员就需要通过

应用卧床护理，并通过矫形器的应用维持患者的脊柱稳定。由于患

者脊柱损伤的位置往往存在差异性，对于高位脊柱损伤的患者，由

于病情的特殊性，因此需要为患者采用呼吸护理的措施，保障患者

的呼吸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试试气管切开，减少患者呼吸梗塞

情况的出现，同时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呼吸情况，在为患者实施操

作时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进行，避免肺部感染的出现[6-9]。在患者手术

后，需要为患者制定适当的护理干预措施，在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

征的同时，定时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指标，并固定时间为患者翻身，

评估患者下床所需的时间，进而实现患者的早期康复。在患者手术

结束后，如果患者不存在其他损伤的情况，就能够通过对患者的综

合评估制定适当的早期康复锻炼计划，定时为患者手、脚关节按摩，

进而实现患者关节的恢复，并能够预防患者手术出现肌肉萎缩的情

况。在患者进入恢复期时，护理人员需要指导患者家属为患者进行

会阴护理，避免患者出现尿路感染的症状，同时需要对患者制定饮

水与排尿清洁计划，避免患者因漏尿等情况而导致的皮肤损伤的出

现。由于脊柱损伤的患者需要长期卧床，因此需要定时为患者进行

翻身以及身体擦洗，护理人员在日常的翻身活动时需要指导患者家

属掌握为患者翻身的技巧，并告知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翻身不及时可

能对患者造成的危害，从而能够有效的减少因长期卧床而导致的压

力性损伤的出现。脊柱损伤的患者由于长期的卧床，在出现压力性

损伤之外，还有可能导致静脉血栓的形成，因此在对患者的护理过

程中，需要对患者的下肢抬高，从而避免深静脉血栓的出现，在患

者已经出现血栓的症状时，需要及时的为患者应用溶栓治疗的处

理，避免栓子转移而造成风险[10-12]。 

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指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临床并发

症出现情况进行调研并对比，分析不同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效果。 

4.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所得数据利用 SPSS 22.0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比较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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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 

2.1 护理质量指标 

对两组患者临床护理质量指标进行整理，并将结果归纳为表 2

的数据，能发现在采用骨科快速康复护理的情况下，各项指标均优

于采用常规护理的患者，并且组间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指标对比 

组别 n 病房管理 患者护理 健康宣教 

对照组 34 83.24±1.35 82.67±2.51 91.03±1.67 

探究组 34 95.18±1.55 91.73±1.98 96.75±1.21 

2.2 护理满意度 

通过应用本院骨科自制护理满意度调研表对两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进行调研，将结果整理为表 3 的数据，能够发现探究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并且两组患者之间的差异较为显

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4 15 15 4 88.2 

探究组 34 26 8 0 100 

2.3 临床并发症 

对比两组患者临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将其整理为表 4 的数据，

能够发现探究组患者临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

并且数据组间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 4  两组患者临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组别 n 
压力性损

伤 
肺部感染 静脉血栓 其他 发生率 

对照组 34 2 1 2 1 17.6 

探究组 34 0 1 0 0 2.9 

三、讨论 

脊柱骨折作为骨科临床中较为常见的疾病，患者主要是由于受

到外力的影响，导致损伤的出现，较为常见的原因包括车祸、自然

灾害等因素。脊柱脊髓损伤作为脊柱骨折最为常见的并发症，由于

其致残率与致死率相对较高，因此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的威胁较

大，同时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后恢复的周期较长，患者在长期卧床

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导致患者的住院周期与时间延长，

因此需要为患者采用适当的临床护理干预措施，减少患者康复所用

时间，同时避免临床并发症的出现[13]。 

传统的护理干预措施作为一种被动性的护理干预模式，护理人

员往往只是通过医嘱为患者应用护理措施，导致护理工作的关怀型

相对较差，同时也难以做到以人为本的护理干预措施，这就导致患

者在住院的过程中得不到全面的关怀，就容易导致各种问题的出

现，甚至可能导致护患冲突等严重问题的产生。 

通过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的基础上应用骨科快速康复护理干

预模式，通过根据患者的情况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

同时通过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之间的良好沟通，为患者家属讲解临

床相关知识，使患者家属能够认识到为患者进行翻身以及清洁的重

要性，同时通过学习掌握相关的操作，进而能够有效的为需要长期

卧床的患者采取适当的处理。在患者经过手术治疗后，护理人员通

过对患者情况的评估，制定适当的康复措施，并为患者进行早期康

复功能锻炼，通过为患者的关节，上下肢进行锻炼，从而满足患者

功能锻炼的需要，避免因长期卧床而导致的肌肉萎缩等现象的出

现。由于脊柱脊髓损伤的患者需要长期卧床，因此患者在康复的过

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护理人员掌握适当的交流方

式，为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友好的沟通，从而能够减轻患者以及患者

家属可能存在的焦虑的心情，使患者的疾病康复速度得到一定的提

升[14-15]。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比对常规护理干预措施与应用骨科快速康

复护理的效果，能够发现在应用骨科快速康复护理的情况下，对患

者的护理质量指标得到明显的提升，同时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也有着

明显的增强，在对患者的临床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时，也能够发现

应用骨科快速康复护理的情况下，临床并发症的发生概率明显降

低，因此能够得出结论，为脊柱脊髓损伤的患者应用骨科快速康复

护理，可以有效的提升患者的疾病治疗效果，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

生概率，实现患者疾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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