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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康复护理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在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72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采用随机抽签的方法分为两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康复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和护理前后的疼痛评

分。结果：观察组的护理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在康复护理后下腰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数据差异符合统计学要求，

具有可比性（P<0.05）。结论：与常规护理相比，康复护理模式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护理中表现出更高的效率，能够降低患者的疼痛水平。

表明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和应用康复护理模式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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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

护理中表现出独特的优势。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腰椎间盘突出

症患者接受康复护理干预的临床疗效，并与常规护理进行比较。

通过系统性的观察和评估，我们期望揭示康复护理对于改善患

者康复效果、降低疼痛程度的潜在优势[1]。将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更为科学和实用的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推

广康复护理在脊柱疾病中的应用，为患者带来更好的临床结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研究中，我们纳入了我院在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接收的 72 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通过采用随机抽签的

方式，我们将这些患者平均分为两组，每组 36 人。对照组患者

接受常规护理方法，而观察组患者则采用康复护理模式。在对

照组中，男女比例为 19:17，年龄范围从 34 岁到 73 岁，整体平

均年龄为（36.57±2.15）岁。而在观察组中，男女比例为 22:14，

年龄最小为 36 岁，最大为 74 岁，整体平均年龄为（37.46±1.39）

岁。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础数据，我们发现它们具有可比性

（P<0.05）。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确保研究过程的伦理合规性。 

1.2 方法 

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基础上，对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护理工作：首先，建议患者选择硬度适中

的床板进行休息，并要求患者积极配合护理措施。同时，结合

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心理护理，及时解决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消极情绪，以提高患者参与治疗的信心[2]。对于观察组

患者采用康复护理模式，则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

鼓励患者进行屈膝、屈髋等动作，以促使腹部肌肉与腰背部肌

肉放松。注意调整患者的卧床姿势，以减少患者患痔疮的风险。

其次，在患者康复过程中，特别关注腰腿部位的状态，敦促患

者采用半坐休息姿势，并引导患者进行腰腿部关节的锻炼。在

锻炼过程中，护理人员负责抬高患者的腿部，控制活动速度，

并确保骨盆处于固定状态，以保障患者在锻炼中的安全[3]。最后，

在锻炼腰腿腹部肌肉的同时，适度提供助力与阻力，并在患者

恢复日常活动能力时，协助患者借助床头支撑物实现平卧到侧

卧的转变。步行时，建议患者佩戴钢条腰围在前腰部位，以防

脊柱弯曲，维护腰椎的稳定性。这些康复护理措施旨在全面促

进患者的康复过程，确保患者在治疗中获得最佳效果。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后下腰部位

疼痛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采用 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以 n(%)表示，行 X2 检验；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两组间

行独立 t 检验；P<0.05 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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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护理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数据之间的 差异符合统计学要求具有可比性（P<0.05），见表 1。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护理效果好 护理效果一般 护理效果不佳 整组护理有效率 

对照组 36 15 15 6 78.56％ 

观察组 36 34 2 0 100％ 

X2  2.364 1.679 2.349 1.643 

P  0.001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下腰部位疼痛评分对比 

观察组患者下腰部位疼痛平均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

数据之间的差异符合统计学要求具有可比性（P<0.05），见表 2。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下腰部位疼痛评分对比 

组别 例数 轻度疼痛 中度疼痛 重度疼痛 整组下腰部位疼痛评价得分 

对照组 36 12 18 6 4.57±0.32 

观察组 36 25 8 3 2.54±0.15 

X2  2.146 2.684 1.649 2.679 

P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接受康复护理干预的

临床疗效，并对比常规护理模式的效果。通过对观察组采用康

复护理模式和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的患者进行全面的护理

干预和监测，获取关键性数据。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在康复

护理模式的指导下，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4]。观察组患

者的护理有效率较高，下腰疼痛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更为低。这

表明康复护理模式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护理中具有显著的

临床疗效，能够有效减轻疼痛症状，提高康复效果。此外，本

研究还通过对患者的基础数据进行比较，确保观察组和对照组

之间具有可比性。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在基础数据上没有显

著差异，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科学性[5]。 

综上所述，本研究明确了康复护理模式在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康复中的显著优势。这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护理提供

了可靠的参考，为临床实践中推广康复护理模式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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