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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颈椎保健操在颈椎病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有效性及临床价值。方法：在 2022.07~2023.07 期间，颈椎病康复治疗患者 30 例

为样本，密封信封抽选分组（样本控制为每组 15 例患者），对照组常规护理，实验组常规护理+颈椎保健操。统计比较：（1）临床症状积分；

（2）症状缓解时间及护理质量评分；（3）护理满意度。结果：实验组临床症状积分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实验组症状缓解时间及护

理质量评分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结论：颈椎保健操在颈椎病康复护理中，可及时促

进患者临床症状改善，缓解疾病带来的痛苦感，有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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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患者出现颈椎病原因，与患者自身存在颈椎退行性病

理改变有直接相关。该疾病在临床治疗当中发生几率较高，疾

病类型包含增生性颈椎病、颈椎骨关节炎和颈神经根综合征等。

该疾病多出现在中老年人群当中，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民众生活

方式发生改变，生活及工作压力的加大，导致颈椎病出现了年

轻化发展趋势。颈椎病患者主要临床表现多包含肩颈疼痛、下

肢乏力、恶心、头晕、心动过速甚至视物模糊等，对于患者正

常的工作、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同时，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睡

眠质量低下等诸多表现，因此，应当及时采取适宜的康复护理

方法。颈椎保健操主要结合患者的病理特征，开展针对性的疾

病训练手段，主要目的是帮助患者改善病情的恢复时间，以及

提升生活品质，进一步发挥康复效果。对此，本文将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期间，本院就诊的 30 例颈椎病康复治疗患者

纳为样本，探讨常规护理联合颈椎保健操，应用在患者康复当

中带来的相关价值，详情如下。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 2022.07~2023.07 期间，颈椎病康复治疗患者 30 例为样

本，密封信封抽选分组（样本控制为每组 15 例患者），对照组

常规护理，实验组常规护理+颈椎保健操。对照组，男患者人数

7 例，占比 46.67%，女患者人数 8 例，占比 53.33%，年龄 25~75

岁，均值（50.02±0.23）岁；实验组，男患者人数 10 例，占比

66.67%，女患者人数 5 例，占比 33.33%，年龄 25~76 岁，均值

（50.08±0.34）岁，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在开展常规护理时，首先当患者前来就

诊时，医护人员应当及时为患者安排干净、整洁的病房环境，

并做好定期打扫及消毒工作，保障患者得到充分休养。同时，

根据不同疾病类型，对患者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工作，使患

者了解颈椎病带来的相关危害以及诱发原因，在日常生活当中，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坐姿及站姿，控制颈椎病。此外，对患

者进行个体化的心理护理尤为重要，由于颈椎病带来的相关影

响及症状，导致患者在疾病治疗期间，出现抑郁、焦虑等心情，

影响正常生活。此时，护理人员需与患者进行适当的语言交流，

在沟通当中，了解患者的实际心理表现，以及了解患者对疾病

的认知状况，采取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后，保障患者以积极、

乐观心态面对疾病治疗，提升治疗配合度。 

实验组常规护理+颈椎保健操：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对患者

开展颈椎保健操，首先，指导患者采取站立位，将双手自然放

在大腿两侧，将头部缓慢旋转，保持 5 秒后恢复正中。在逐渐

旋转过程当中，将旋转幅度有所加大，以不引起疼痛为最佳。

随后，指导患者将头颈部进行左右倾斜，尽量将耳朵靠近肩膀，

在保持 5 秒后，恢复体位，左右倾斜训练各 10 次。而后颈锻炼

当中，指导患者采取站立位，双手下垂后，保持肩部放松状态，

将颈部向上拉伸，保持时间大约为 5 秒，此项训练连续 10 次。

回头训练方面，指导患者采取半蹲位，用手扶住枕部头部，可

向上方进行旋转，以最大幅度保持 5 秒钟，左侧及右侧训练次

数各为 10 次。 

1.3 观察指标 

统计比较：（1）临床症状积分；（2）症状缓解时间及护理

质量评分；（3）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7.0 软件来进行数据分析。数据的格式包括计量

资料（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和计数资料（表示为样本个数

n 和百分比%）。通过校验 T 值和 X2 值来完成数据的校验。根据

结果显示，观察到数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统计学意义上的 p

值小于 0.05。 

2、结果 

2.1 临床症状积分比较 

实验组临床症状积分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 

表 1 临床症状积分对比（ s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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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对照组（n＝15） 实验组（n＝15） T 值 P 值 

实施前 1.51±0.92 1.56±0.73 0.165 0.870 
关节僵硬（分）

实施后 1.13±0.21 0.10±0.05 18.479 0.000 

实施前 1.86±0.12 1.88±0.32 0.227 0.822 
肩颈疼痛（分）

实施后 1.21±0.15 0.23±0.29 11.625 0.000 

实施前 2.17±0.54 2.15±0.52 0.103 0.918 
头晕（分） 

实施后 1.65±0.43 0.23±0.10 12.457 0.000 

实施前     2.52±0.11     2.45±0.23    1.063     0.297 
四肢麻木（分）

实施后     1.53±0.19     0.35±0.54    7.983     0.000 

2.2 症状缓解时间及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实验组症状缓解时间及护理质量评分优于对照组，p 值小

于 0.05。 

表 2 症状缓解时间及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颈椎疼痛消失时间（d） 活动恢复时间（d） 护理质量评分（分） 

对照组 15 14.52±2.21 28.26±3.17 74.32±5.59 

实验组 15 10.53±1.56 22.15±2.11 87.85±6.55 

T 值 -- 5.713 6.214 6.085 

P 值 -- 0.000 0.000 0.000 

2.3 护理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 

表 3 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15 9/15（60.00） 1/15（6.67） 5/15（33.33） 66.67 

实验组 15 13/15（86.67） 2/15（13.33） 0/15（0.00） 100.00 
2x 值 -- -- -- -- 6.000 

P 值 -- -- -- -- 0.014 

讨论 

在临床治疗当中，颈椎病作为常见的疾病类型，主要诱因

与患者颈椎在长时间劳损状态下工作有直接相关，从而诱发椎

间盘突出症以及骨质增生等并发症，影响患者颈椎健康水平，

以及导致肩颈疼痛、头晕、下肢乏力等诸多临床症状[1]。同时，

随着近年来民众生活作息、生活习惯的改变，导致颈椎病患者

数量呈现直线攀升状态。 

在颈椎病患者康复护理当中，实施颈椎保健操，具有较好

的应用价值。颈椎保健操通过左右倾斜训练、回头训练和左右

旋转训练等内容，帮助患者颈椎椎体以及周围结构平衡能力有

所影响，因此，患者肢体自主运动能力有进一步加强，使得肢

体灵活度全面提升[2-3]。但颈椎保健操在实施过程当中，护理人

员需要对患者的病情变化状况进行密切关注，了解患者的训练

感受。同时，康复训练过程当中，应严格遵循“循序渐进”训

练原则，指导患者在运动过程当中，缓慢旋转头部以及运动，

从而避免其他损伤等不良事件发生。此外，在实施颈椎保健操

过程当中，能够帮助颈椎病患者的气血状态有进一步改善，疏

通血脉[4]。同时，大幅度、慢动作训练方式影响下，由于颈椎病

带来的疼痛感受，也有进一步的缓解，帮助患者生活质量有所

改善[5]。在本次研究当中发现，在实施颈椎保健操联合常规护理

后，实验组颈椎病患者临床症状积分、护理满意度以及临床症

状改善时间、护理质量评分方面，具有明确的改善，进一步证

实，颈椎保健操在颈椎病患者康复当中带来的相关价值，积极

改善患者的护理效果。 

总结来说，颈椎保健操在颈椎病患者康复护理当中，可及

时促进患者症状的改善，以及提升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因此，值得推荐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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