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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针对性护理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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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针对性护理对于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影响。方法：在 2022 年 1 月-2022 年 3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56 例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的临床

资料，平均分为两组，每组 28 例，对照组患者选用常规护理，实验组 28 例患者接受针对性护理。两组护理周期均为 5 天，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

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护理 1、3 个月的骨密度变化以及护理效果情况。结果：实验组护理后 1、3 个月的骨密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

患者的不良情绪比较高（ P＜ 0.05）。结论：针对性护理后能够促进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的身体功能恢复，同时有助于大幅度提高患者的护理效果

提高骨密度，改善不良心理，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针对性护理；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心理状况；影响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是目前临床中常见的一种疾病，属于骨科疾

病的一种。近年来，随着我国临床患病率的不断增加，患有骨质疏
松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的患者人数也呈逐年增加趋势。我国人口逐
渐老龄化，骨质疏松是老年患者常见的疾病[1-2]。因此患病人数逐年
增加。随着目前医疗水平逐年提高，传统的护理方法都是以常规护
理为主，但是护理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所以，临床研究分析出，
进行针对性护理能够更好的提高护理效果。以此为基础，本文以 56
例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采用针对性护理对
于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护理效果的具体影响，调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研究在 2022 年 1 月-2022 年 3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56 例胸腰椎

压缩性骨折患者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分
组，对照组患者的年龄为 57-83 岁，患者的年龄为 72.28±5.84 岁，
其中男性患者 14 例，女性患者 14 例。实验组年龄 56-85 岁，平均
71.01±4.83 岁，其中男性患者 13 例，女性患者 15 例。两组胸腰椎
压缩性骨折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包括健康教育、沟通引导、心

理安慰、西药药物指导及并发症护理等。 
1.2.2 实验组采用针对性护理：（1）护理人员除了要对患者行正

常护理以外，要与患者和患者家属进行积极沟通，与患者家属沟通
时要告知患者家属，患者的真实病情。要指导患者在进行护理过程
中配合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工作，让患者家属对患者的饮食行为，运
动行为，生活行为以及用药行为等进行有效的监督。帮助患者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3]。（2）进行过伸牵引复位，患者需平卧，医生将

双手放在患者腋下，另外需要一个医生把持患者的脚踝部，进行反
方向的水平的牵引，患者的腰背肌肉松弛后，再抬高患者的下肢，
让腰背部处在过伸位置，适量加过伸力度，让患者逐渐适应，时间
持续 10min，然后对患者骨折区棘突位置按压，后对腰背部进行按
摩。逐渐松弛腰背部肌肉。 

1.3 观察指标 
1.3.1 分 析 两 组 患 者 的 焦 虑 自 评量 表 (SAS)、 抑 郁 自 评 量

表 (SDS)。  
1.3.2 检查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骨密度。 
1.4 统计学方式 
使用 SPSS17.0 处理所得到的数据，所得到的资料行 t 检验，以

sx ± 表示，计数资料行 X2 检验，以%表示。P＜0.05 时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骨密度对比 
两组对骨密度进行检测，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骨密度对比（n=28， sx ± ） 

组 别  n 股 骨 颈 骨 密 度  大 粗 隆 骨 密 度  
实 验 组  28 0.92±0.03 0.62±0.10 
对 照 组  28 0.62±0.10 0.51±0.09 

T  15.2050  4.3265  
P  0.0000  0.0001  

2.2 护理前后不良情绪情况 
护理前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各项指标均有所改

善，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患者不良情绪改善效果评价（ sx ±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SAS 护理后 SAS 护理前 SDS 护理后 SDS 

实验组 28 64.01±7.35 22.32±5.29 66.35±6.39 43.65±5.39 
对照组 28 63.56±7.12 54.32±6.22 67.12±6.92 56.31±6.25 

t  0.2327  20.7375  0.4326  8.1169  
P  0.8169  0.0000  0.6670  0.0000  

3.讨论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发病率较高，随着老龄化社会，

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骨质疏松的问题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尤其
是一些老年人[5]。除此之外，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也会导致腰椎
负重，引发压缩性骨折。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证明针对性护理可以广泛应用于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的护
理过程中。传统护理重点强调对症护理和预防性护理，而早期针对
性护理更为全面，可提高恢复速度，对改善生活质量的效果更好。
心理护理措施，能够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对于消极情绪以及负面
情绪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给予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针对性护理能够有
效提高患者的护理效果，降低并发症，值得临床护理中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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