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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干预对颈椎病患者康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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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颈椎病是由于患者颈椎间盘发生退行性病变和继发性椎间关节退行性病变所导致临近组织受累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症状和临床体征

的慢性疾病，这种病症在临床上较为常见，虽然不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但是会极大的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而在对患者

进行治疗时，这种病症病情较为迁延，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不仅需要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还需要配合有效的护理操作，才能保证患者

的病症长期得到关注，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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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中医理论中认为颈椎疾病属于一种痹症、眩晕范畴。而

中医护理则是在开展护理操作时，遵循我国中医的基本理论开展各

项护理操作，其中包括患者的生活起居、饮食调护以及情志疏导等

多项内容，在现代临床护理操作中应用较为广泛，并且占有其自身

的优势。而在现代临床研究中发现将中医护理应用于颈椎病患者的

护理操作中，能够使患者的各项恢复指标进一步改善，对于患者病

症的康复来说有积极意义。 

一、舒缓护理 
饮食：在患者康复期间，医务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饮食指导，

指导患者戒除不良生活习惯，在康复期间多食用高蛋白且易消化的

食物，可选择少食多餐的方式，做到营养摄入以改善患者的机体功

能。推拿：让患者保持坐立，推拿者在其背后站立，采用舒筋法进

行推拿，单手对患者的肩井、肩中俞、肩外俞、手三里等穴位进行

揉按，放松其肩颈部和背部，总共 10 分钟左右，随后放松颈部，

再配合推肩背手法和推桥弓，观察皮肤出现发热、红润则为适宜的

力度。训练：指导患者进行各项关节的训练，例如膝关节、髋关节

以及躯干，主要是通过肌肉控制和收缩，逐渐进行站立、坐立的平

衡训练，协助患者进行翻身、更换体位、行走等训练，每天进行两

次，每次控制在半小时以内。而在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时，医务人

员应当根据患者的具体病症表现和康复状况对运动量进行调整，运

动量应当由轻到重切，不可操之过急，患者若存在运动量过大的现

象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并告知患者，保持合理运动的重要性，使

患者顺应康复计划进行训练。刮痧：在刮痧时患者保持俯卧位，刮

痧板与患者皮肤呈 45 度，刮痧板应当保持后边在刮痧时力度较轻，

主要以恢复患者机能能量为主，不可强求出痧。患者每周刮痧一次，

根据患者病情不同，选择合适的刮痧方式，若患者疼痛以及重点部

位较多，则需要在其部位进行多次刮痧。通常各个部位刮拭 10 次

左右，重点部位刮痧 25 次。 

二、情志护理 
首先做好患者的情志干预，当患者出现某种情绪时，可以应用

另一种情绪对其进行抑制。在患者发病后，患者情绪状态主要会受

到忧虑情绪支配，而喜则胜忧，则在情志护理时，需要尽可能使患

者的情绪转变为喜悦。护理人员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时，应当根据

患者的状况为其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在患者住院期间帮助患者建

立完善且舒适的住院环境。 

在中医情志护理中，主要将五行相克作为主要的理论依据，通

过应用一种情志的方式来纠正另一种情志。在中医理论中认为喜则

胜忧，可以通过喜来抑制患者抑郁状况。护理人员与患者在进行交

流时，需要建立完善的护理关系，首先为患者创造舒适的住院环境，

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当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了解患者的心理

动态变化，明确患者在康复期间可能出现的不良情绪，并通过针对

性的方式为患者进行护理管理，以保证患者心态良好，避免出现忧

郁状况。 

同时在对患者进行情志护理时，可应用移情疗法将患者的康复

注意力转移至其他部分。在患者接受医师查房后，需要在病房内播

放有益于患者身心的电视节目或已经录制好的节目，例如歌舞表演

或相声小品等综艺节目，每日播放时间可根据患者具体状况进行调

整，不可过长或过短。在患者康复期间，护理人员需要做好患者的

情志管理，尽可能使患者的注意力不要集中于病症上，需要有自己

的情绪和爱好，并通过培养的方式将患者注意力由病症以及治疗方

案转移至爱好和康复中，这样能够有助于提高患者治疗效果。 

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时，需要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和性格特点，

帮助患者选择不同的音乐，可以应用音乐的方式来缓解患者的抑郁

情绪。在进行音乐选择时，应当尽可能选择舒缓且优美的音乐，带

到患者心理状态，有所好转后给予患者明快的音乐曲。而在进行选

择时，需要结合患者的喜好，根据患者不同状况对乐曲进行调整，

这样能够转移患者注意力，应用音乐疗法来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

情绪。 

三、生活护理 
对存在跌倒风险的颈椎疾病患者，需要加强相应的跌倒护理，

首先在床头悬挂防跌倒标志，并且在病房内应当保持地面干净整

洁，但不可过于湿滑，避免在躁动，等其他因素影响下而导致患者

的跌倒风险增加，是患者状况对其进行一定的肢体约束。加强患者

的巡视，观察患者卧床受压部分的局部皮肤颜色，并触摸其质地，

感觉患者皮肤弹性，必要时对患者进行翻身以及按摩，使患者的皮

肤状况良好，对患者进行足够的营养支持，以促进患者局部血液循

环。由于患者在康复期间需要长期卧床休息，需要对患者进行下肢

空气泵仪器进行治疗，患者需要在下肢穿弹力袜，尽可能改善患者

的下肢血液循环状况。 

总结 
在对颈椎疾病患者进行中医护理时，做好有效的护理操作，能

够起到疏风解表和活血化瘀的功效，无论是刮痧、饮食调节、推拿

等护理操作的主要目的是使患者的颈椎酸麻胀痛症状得到缓解，而

在开展中医护理操作时，会使护患者的注意力处于集中状态，使护

患之间交流更为良好，使患者在接受护理时能够感受到护理人员的

尊重和关怀，保证患者的情绪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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