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147 

医学研究 

颈椎病中康复理疗及中医护理的效果观察 
余萍 

(湖北省天门市中医医院  湖北天门  431700) 

摘要：目的：综合分析颈椎病患者接受中康复理疗及中医护理的效果。方法：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为：颈椎病患者（共 100 例，病例选取

时间开始于 2021 年,10 月，结束于 2022 年 12 月）。按照数字随机表法分为两组（每组均为 50 例），一组为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方法），

另一组为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中康复理疗及中医护理方法）。采用统计学分析两组颈椎病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以

及护理前后疼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颈椎病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更高（P＜0.05）；护理

前，两组颈椎病患者的疼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比较无差异（P＞0.05）；护理后，实验组疼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颈椎病患者接受中康复理疗及中医护理的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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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表明，颈椎病的主要发病原因有：其一，寒冷刺激；

其二，长期伏案工作；其三，外伤等[1]。针灸以及推拿等中医理疗

方法用于颈椎病患者中具有较高疗效，与此同时辅以中医护理干预

能够积极改善颈椎病患者预后[2]。本文将对其进行有关分析。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为：颈椎病患者（共 100 例，病例选取时

间开始于 2021 年,10 月，结束于 2022 年 12 月）。对照组男性/女性

患者分别有 40 例、10 例，年龄（40.25±7.74）岁。实验组男性/

女性患者分别有 39 例、11 例，年龄（41.12±6.93）岁。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未有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方法：其一，介绍颈椎病的发病机制、治

疗措施等，纠正颈椎病患者的错误认知之处；其二，对颈椎病患者

开展颈部功能锻炼，叮嘱颈椎病患者不要长期伏案工作或玩手机，

睡觉时不要使用过高的枕头；其三，注意做好颈部保暖工作，可以

热湿敷肩颈部，使用温水进行淋浴等；其四，对颈椎病患者开展心

理护理干预，尽量缓解其负面心理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其五，

针对性地开展用药指导，告知颈椎病患者严格按照医嘱用药的重要

性。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中康复理疗及中医护理方法：其

一，针灸治疗和按摩推拿护理。取颈椎病患者天柱穴和颈夹脊穴等，

使用中等刺激的手法留针 20 分钟，共治疗一周；针灸期间需密切

关注颈椎病患者的反应，每次针灸之后需要休息半小时左右，再开

展按摩推拿护理，按摩颈椎病患者的风池穴、血海穴等，每个部位

的按摩时间为 5 分钟左右，一周按摩五次，共治疗三个疗程（一个

疗程为五次）；其二，康复理疗。对颈椎病患者实施电磁治疗仪方

法，每次治疗时间为 20 分钟，一周五次，共治疗三周去；其三，

睡眠护理。对难以入睡的颈椎病患者，护士可指导其睡前饮用温牛

奶或使用热水泡脚，叮嘱患者选择高度合适的枕头。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颈椎病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临床治疗总有效率[3]（显

效：临床症状显著改善且颈部活动功能正常；有效：临床症状有一

定程度的改善且日常活动功能基本恢复正常；无效：临床症状未改

善且日常活动受限）以及护理前后疼痛评分[4]（采用视觉模拟疼痛

评分量表）、睡眠质量评分[5]（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评分量表）。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计算，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

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且采用 t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颈椎病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颈椎病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更高（P＜

0.05）。见表 1。 

表 1：两组颈椎病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比较（n/%） 

组别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组

（n=50） 
40 7 3 47（94.00） 

对照组

（n=50） 
25 10 15 35（70.00） 

χ2 值    6.228 

P 值    ＜0.05 

2.2 两组颈椎病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颈椎病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更高（P

＜0.05），见表 2。 

表 2：两组颈椎病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比较（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临床治疗总

有效率 

实验组

（n=50） 
44 4 2 48（96.00） 

对照组

（n=50） 
30 9 11 39（78.00） 

χ2 值    3.125 

P 值    ＜0.05 

 

2.3 两组颈椎病患者护理前后疼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颈椎病患者的疼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比较无差

异（P＞0.05）；护理后，实验组疼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3。 

表 3：两组颈椎病患者护理前后疼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比较

（ x ±s，分） 

疼痛 睡眠质量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n=50）7.52±2.26 3.32±0.25 15.02±3.32 7.78±1.14 

对照组（n=50）7.48±2.17 4.48±0.74 15.05±3.31 10.65±2.62 

t 值 12.558 13.336 11.147 18.226 

P 值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调查研究显示，颈椎病发生率呈逐年年轻化且上升的发展趋势
[6]。根据颈椎病的压迫部位，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脊髓型；

其二，神经根型；其三，椎动脉型等[7]。颈椎病发生后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大部分颈椎病患者接受保守治疗后能够

获得一定疗效，西医常用肌肉松弛药物和非兹体抗炎药治疗颈椎病

患者，虽然具有良好的镇痛效果，但是治疗结束后极易复发[8]。中

医康复理疗和中医护理方法具有规范性和针对性特点，用于颈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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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临床治疗中效果理想。中医学研究认为，颈椎病的发生

与经络瘀堵和肝肾不足密切相关。中医治疗颈椎病患者的原则为：

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本研究中，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颈椎病患

者的护理满意率、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更高（P＜0.05）；护理前，两

组颈椎病患者的疼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比较无差异（P＞0.05）；

护理后，实验组疼痛评分、睡眠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针灸治疗颈椎病患者时能够起到疏通经络之功，推拿治疗颈椎病患

者时能够起到行气活血之功；磁疗则能够有效作用于颈椎病患者的

经络，积极调整颈椎病患者的磁场分布，三者有机结合可显著改善

颈椎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和颈部功能。 

综上所述，颈椎病患者接受中康复理疗及中医护理的效果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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