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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脊柱外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探讨 

陈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骨科 湖北 武汉 430030) 
 

摘要：目的：在脊柱外科护理质量管理中采取循证护理，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提高手术的质量与预后效果。方法：以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

作为本次研究时间，选择我院接收的 106 例患者，采用盲目法分为 2 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实施常规护理与循证护理，比较并发症率以及护理满

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满意度于对照组；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脊柱外科护理质量管理中采取循证护理，可以提

升护理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该护理模式得到了临床广大患者的高度认可与满意，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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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脊柱外科患者临床主要采取手术方式进行治疗，然而术后

患者感受到剧烈的疼痛，给患者的身体以及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1]。大部分的脊柱外科患者的神经系统遭受严重的损伤，进一步影

响到患者的运动功能，术后患者需要长期的卧床休养，容易产生较

多的并发症，如：便秘、压疮、深静脉血栓、泌尿系统感染等，不

利于患者术后早日康复，给患者增加很大的负担与痛苦。甚至严重

的并发症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导致患者死亡。因此为了提高

手术的质量，改善预后效果，应该结合合理、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尤为重要。在医学模式的转变下，随着人们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健

康观念的更新，对护理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患者对于护理质量

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对护理人员的职业素质有了更高的需求，会去

质疑护理人员的工作，产生许多抱怨与不满，进而容易发生医疗纠

纷事件。传统的护理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于临床患者多方面的需

求，并且传统护理模式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循证护理是将护理临床

医学经验与护理医学理论知识相结合，循证护理的出发点是解决临

床上病患的一些问题，主张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寻求

好的解决办法，最后在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评价，根据分析的结果再

指导以后的护理实践[2]。本次研究将选择我院接收的 106 例患者，

脊柱外科收治患者时间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之间，重点分

析循证护理的应用效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作为本次研究时间，选择我院接

收的 106 例患者，手术类型为：腰椎手术、胸椎手术、颈椎手术，

采用盲目法分为 2 组，各 53 例，观察组中 28 例男性患者，25 例女

性患者，年龄在 41-77 岁，平均年龄（59.12±2.33）岁；对照组中

27 例男性患者，26 例女性患者，年龄在 40-78 岁，平均年龄（59.46

±3.46）岁。经过比较两组基本信息未存在明显差异，P>0.05.纳入

标准：①入组患者未存在手术禁忌症；②听力、语言、意识均正常；

③临床资料齐全且清晰；④由外科的医疗人员对本次参与研究患者

及其家属讲解本次研究内容，患者及其家属均自愿参与。排除标准：

①参与本次研究患者存在有皮肤病；②对手术的耐受性比较差，无

法完成脊柱骨折手术；③存在有肝脏、心脏、肾脏等疾病者。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在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协助患者完

成各项检查，安抚患者的心情，告知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需要配合的

事项，协助医生完成麻醉、手术监测病情变化等常规护理对策。 

观察组实施循证护理。（1）探讨循证问题。由于疾病的影响，

患者在术前以及术后会产生一些消极情绪，结合患者的具体心理情

况，实施个性化的护理对策，减轻患者的消极情绪；结合临床相关

调查总结脊柱外科术后常见并发症，如：便秘、压疮、泌尿系统感

染、下肢深静脉血栓等等，并实施有效的护理对策进行干预。（2）

寻找循证支持。利用互联网技术查找“循证护理”“脊柱外科护理

质量管理”“脊柱外科并发症干预对策”等等，制定合理的护理内

容与流程，进一步提高护理效果。（3）循证护理的主要内容。①心

理干预。护理人员应主动地去接近患者，可从沟通中了解到患者的

心理状态，并及时的处理，缓解患者的消极情绪与心理压力，并向

患者讲解手术治疗的相关知识、流程等，介绍成功的案例，帮助患

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促使患者可以在后续的临床护理工作中提

高配合度。护理人员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尽量避开敏感话题，以

免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耐心地去倾听患者的诉说，及时给予语言

鼓励与肢体鼓励，引导患者家属给予患者更多的陪伴与鼓励，使患

者可以感受到被关怀、被重视，进而提高依从性。②预防并发症。

在手术完成后，患者需要长期的卧床休养，容易造成压疮。因此，

护理人员定时帮助患者翻身、按摩下肢，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做好

皮肤的清洁，保持床上用品干净整洁，合理调节病房内的湿度与温

度，定期开窗通风，为患者提供安静、舒适的住院环境。密切监测

患者按压部位的皮肤，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如红肿、温度升高等等，

应该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待病情平稳之后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

康复训练计划，鼓励患者坚持锻炼。与此同时，为了防止下肢深静

脉血栓的形成，应该减少止血药物的使用剂量，并积极做好保暖措

施，待患者病情平稳之后，指导患者伸膝、抬腿等运动锻炼，在患

者锻炼期间护理人员或家属进行陪伴，同时需要注意运动的强度，

不可过于劳累。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给予患者活血化瘀药物。待手

术完成后，护理人员需要注意观察患者的留置尿管，严格控制患者

的饮水量，并及时检测患者尿液中的 pH 值，告知患者在术后应注

意个人卫生，注意清洁阴部器官，为防止出现尿液反流情况，应该

将尿管引流袋妥善固定在患者的腹部以下，尿管应该及时更换，可

以有效防止泌尿系统感染。结合患者的饮食喜好以及病情状况制定

合理、科学的饮食方案，三餐饮食中尽量选择高维生素、高纤维的

食物，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禁止食用油腻、刺激性的食物，指

导患者家属对患者实施腹部按摩，给予患者早上饮用淡盐水或者杯

蜂蜜水，保持大便通畅。 

1.3 评价标准 

在此次研究当中，需要对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方式干预后的并发

症发生率进行比较，此外，选择满意度调查表对两组患者的满意度

进行分析，不满意：患者评分不足 70 分；基本满意：71~85 分；非

常满意：高于 85 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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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是研究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计数单位采用

%进行表示，计量数据采用（x±s）来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患者的满意度 

两组患者对于干预方案的满意度比较后，观察组更高，数据分

析后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可见表 1 内容。 

表 1 两组患者对干预方案的满意度对比观察 

组别 不满意 基本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n=53） 

10（11.53） 18（38.51） 25（49.96） 43（88.47） 

观察组

（n=53） 

2（1.77） 10（28.29） 41（69.94） 51（98.23） 

x2 —— —— —— 8.631 

P —— —— —— ＜0.05 

2.2 比较两组并发症 

两组之间的并发症相比较后有明显差异性存在，观察组更低。

（P＜0.05），可见表 2 内容。 

表 2 比较两组并发症｛例（%）} 

组别 下肢深静脉

血栓 

压疮 泌尿系统 

感染 

便秘 总发生率 

对照组

（n=53） 

6（8.05） 4（4.00） 6（8.05） 9（12.31）24（32.41）

观察组

（n=53） 

2（3.77） 1（1.55） 1（1.55） 4（4.00）8（10.87）

x2 —— —— —— —— 18.355 

P —— —— —— —— ＜0.05 

3.讨论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更快的发

展，汽车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导致我国交通事故、坠落伤等意外事

故发生率高，增加创伤脊柱外科患者人数的上升，特别是在车祸伤

上。脊柱外科是神经外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治疗范围比较广泛，

如：脊髓与脊柱的外伤、腰椎间盘突出、脊髓脊柱血管病、脊柱畸

形等等[4]。临床治疗脊柱外科患者主要以手术方式为主，随着医学

领域的快速发展与进步，新的方法、新的技术已经在脊柱外科临床

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对于脊柱外科

的护理也有了更严格的要求。通过临床的相关调查发现，脊柱外科

中大部分是中青年患者，然而近些年来，脊柱外科收治的患者呈现

出一种逐年增长的趋势，给患者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甚至病情严重的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采取合理、科

学的护理模式，对提高手术质量、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

用。 

循证护理的核心内容是获得最佳护理研究的证据、结合患者的

治疗期望、临床经验、专业的理论知识制定护理内容，并深入分析

应用证据的临床应用情景，可以有效促进临床护理实践的科学性与

有效性[5]。通过循证护理可以改变了临床护理人员以直觉和经验为

主的习惯和行为，帮助护理人员更新专业观，不断的优化护理内容，

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循证护理在各个国家的护理实践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并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可以改善患者的预后效果，

并发症有了明显的下降，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可以有效节省人力

成本与耗材成本，为医院带来积极的影响。对于患者来讲，循证护

理比传统的护理更加专业化，同时可以更好地满足于患者的多方面

需求，在具体的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给予患者更多的耐心、关怀、

关心，将理论专业知识与临床实践相融合，可以大大提高看见的满

意度。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给予患者实施循证护理，患者术后并发症有

了明显的减少。脊柱外科患者的病情比较严重，对患者的肢体功能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部分患者在手术过后需要长期的卧床休养，

术后患者的体质比较弱，长期卧床休养容易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发

生，如：便秘、压疮、深静脉血栓、泌尿系统感染等等，严重影响

了手术的质量，不利于患者术后早日康复。在循证护理中，通过利

用互联网技术查找“脊柱外科护理质量管理”“脊柱外科并发症干

预对策”，在整个护理服务中，护理人员将专业知识与临床实践充

分的融合，定期帮助患者按摩、翻身，为患者提供舒适良好的住院

环境，及时更换床上用品，可以预防压疮的形成。在患者病情平稳

之后，鼓励患者参加康复训练，合理地使用活血化瘀药物，预防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并及时采取合理的护理措施，做好尿管、尿

管引流袋的管理措施，减少泌尿系统感染的发生。同时为患者制定

合理、科学的饮食方案，增加营养的摄入，提高抵抗能力，促进早

日康复。 

通过给予患者实施循证护理，该护理模式得到了临床患者的高

度认可与满意。说明循证护理模式可以对脊柱外科患者带来积极的

作用。护理人员除了认真、细致的完成护理工作，同时注重调节患

者的心理状况，给予患者全过程、全方位的护理服务。由于疾病的

原因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绝望等消极情绪，通过护理人员主

动地去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及时的处理患者的心理问题，介绍成

功的案例，结合家庭的支持，可以减轻患者的不良情绪， 

始终保持细心、耐心、爱心作为护理的基本原则，全心全意的

为患者提供最满意、最优质的服务，提高护理质量，取得患者的满

意。 

总而言之，在脊柱外科护理质量管理中采取循证护理，可以提

升护理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该护理模式得到了临床广大患者

的高度认可与满意，值得在临床上大力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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