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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康复护理干预对微创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分析 

郭刘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研究对于微创腰椎间盘突出患者采取阶梯式康复护理干预方式，对于患者术后恢复效果的影

响情况。方法 选取 2020 年 3 月~2021 年 9 月在我院就诊同时接受手术治疗的 80 例微创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40 例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分为对照组、40 例患者采取阶梯式康复护理为研究组，对比两组患者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腰椎 JOA 评分、VAS 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两组患者在术后 3d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以

及腰椎 JOA 评分差距较小（P＞0.05）。研究组患者 VAS 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

论 对于微创腰椎间盘突出患者采取阶梯式康复护理干预方式，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疼痛情况，使患者的腰椎功能

得到有效改善，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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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tep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iujing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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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tep-typ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4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by routine nursing, and 4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tep rehabilitation nursing group.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lumbar JOA score, VAS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small differences in the postoperativ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and lumbar JOA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lumbar disc herniation, step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ain of patients, make patient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the lumbar spine, has a very 
goo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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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患者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后，极易出现下肢放射

痛以及腰痛等症状，使腰部活动受到了严重限制，也

会出现肌力下降以及感觉障碍等情况，严重危害了患

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利影

响[1]。在腰椎间盘突出治疗过程当中，保守治疗很难达

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因此，主要采取手术治疗方式。

近年来，我国微创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显微

内镜下椎间盘摘除、经皮椎间孔下椎间盘摘除微创手

术使用较为广泛。但是，由于患者术后护理方式不同，

其预后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采取有效的治疗

方式尤为重要，在本次实验研究当中，对于微创腰椎

间盘突出手术治疗患者，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护理方式，

阶梯式康复护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具体实验结果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3 月~2021 年 9 月在我院就诊同时接

受手术治疗的 80例微创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每组各 40 例患者。对照组中男、女患者占比为 23:17，
平均年龄（39.72±3.64）岁；研究组中男、女患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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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24:16，平均年龄（39.85±3.49）岁。对比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情况（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其中包括营养支持、健康宣

教、功能训练、遵医用药以及心理干预。 
研究组：阶梯式康复护理。①术前干预。患者在

进行正式手术前，护理人员要向患者普及腰椎间盘突

出相关知识，可以采取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手册以

及视频展示等方式，使患者充分认识到腰椎间结构情

况以及生物力学。告知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正

确的坐姿、卧姿以及站姿，这样能够使腰椎间盘维持

正常的使用功能[2]。②健康教育。护理人员要向患者详

细介绍康复训练对于疾病康复的重要性，指导患者充

分掌握腹肌、臀部等正确训练方式，告知患者术后如

何佩戴腰围，以及采取正确的起床方式减少对于腰椎

的损害。护理人员要将微创腰椎间盘突出术后预期效

果以及手术原理等向患者进行介绍，在此过程当中，

要密切观察患者情绪变化，针对于患者提出的疑问要

及时进行解答，避免患者对于微创手术产生较强的紧

张感，从而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护理人员在与患者

沟通的过程当中叫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语气保持迟

缓，切忌过于急躁，从而加重患者的消极情绪。在手

术前护理人员也可以指导患者进行股四头肌等长训练
[3]。③术后护理，患者在手术后一个小时，护理人员要

指导并帮助患者佩戴腰围，协助患者进行下床活动。

首先，可以采取平衡性训练、站立训练，保障锻炼方

式具有正确性以及科学性的特点，结合患者病情恢复

情况，采取循序渐进的锻炼方式。如果患者恢复效果

较好，那么可以由站立训练逐渐过度为行走训练。患

者在手术后 2~7 小时，可以采取增加站立时间以及行

走时间的方式，如果患者在锻炼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

错误，护理人员要对其进行纠正，避免患者术后采取

了错误的锻炼方式，从而影响手术效果[4]。④延续性护

理。护理人员在患者出院前要对其发放训练手册，叮

嘱患者在术后三个月时间内，要尽量减少弯腰拾物以

及低头洗漱等动作，避免长时间保持负重、久坐以及

穿高跟鞋的状态，加强对于腰部的保暖。护理人员也

要定期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充分了解患者康复训练

完成情况以及腰椎功能恢复情况，针对于患者提出的

疑问要详细解答[5]。护理人员要结合实际情况，每月对

患者进行上门随访，能够给予患者面对面的指导，充

分观察患者腰椎主动活动反应、下肢柔韧性、体力、

锻炼方式是否正确等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根据患者各

项功能的恢复情况，及时修改训练计划。如果护理人

员在随访过程当中发现了患者康复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不良习惯，要第一时间予以纠

正，同时要叮嘱患者家属参与到患者康复护理当中来，

给予患者一定的监督与帮助，有利于患者病情的恢复。 
1.3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患者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以及腰椎

JOA 评分情况。JOA 分数在 0~29 之间，分数越高代表

患者腰椎功能恢复越好；Oswestry 指数计算为实际得

分/最高得分 x100%，分数越高代表患者功能障碍越严

重，检测时间为术后 3d、4w、12w[6]。②采用视觉模

拟评分法（VAS）进行疼痛程度的评价，0-10 分，其

中 0 分表示无痛，1-3 分表示轻度疼痛，4-6 分表示中

度疼痛，7-10 分表示重度疼痛，统计两组患者平均 VAS
评分情况。③采用本院自制调查问卷，调查患者护理

满意度情况，满分 100 分，超过 85 分为十分满意，61-84
分为比较满意，低于 60 分为不满意，护理满意度=（十

分满意+比较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本组研究采用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

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采用 χ2 检

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以及腰椎

JOA 评分比较情况 
两组患者在术后3d 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以及腰

椎 JOA 评分差距较小（P＞0.05）；研究组患者在术后

4w 以及术后 12w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明显低于对

照组、腰椎 JOA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详

情见表 1。 
2.2 两组患者 VAS 评分比较情况 
两组患者术后 3d VAS 评分差距较小（P＞0.05）；

研究组患者术后 4w、12w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详情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情况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详情见表 3。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疾病在临床诊断当中发病率较高，

主要是由于腰椎间盘各个部分在出现了退行性改变后，

同时也受到了外力等各项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椎间

盘纤维环破裂，破裂位置有髓核组织突出或者脱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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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 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以及腰椎 JOA 评分比较情况（ x s± ） 

分组 例数 
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 腰椎 JOA 评分 

术后 3d 术后 4w 术后 12w 术后 3d 术后 4w 术后 12w 

研究组 40 8.53±1.23 5.04±1.18 3.28±0.96 16.22±3.43 20.55±4.11 23.93±3.55 

对照组 40 8.56±1.22 6.33±1.15 4.49±1.02 16.38±3.46 18.16±4.02 20.52±3.29 

t - 0.110 4.952 5.463 0.208 2.629 4.456 

P - 0.913 0.000 0.000 0.836 0.010 0.000 

表 2 两组患者 VAS 评分比较情况（ x s± ） 

分组 例数 术后 3d 术后 4w 术后 12w 

研究组 40 2.85±0.76 1.23±0.26 0.66±0.19 

对照组 40 2.88±0.84 1.78±0.31 1.06±0.22 

t - 0.167 8.597 8.703 

P - 0.867 0.000 0.000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情况[n（%）] 

分组 例数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23（57.50） 5（12.50） 12（30.00） 28（70.00） 

研究组 40 36（90.00） 3（7.50） 1（2.50） 39（97.50） 

χ2 - - - - 9.804 

P - - - - 0.002 
 

情况，从而导致相邻脊神经根受到刺激或压迫，最终

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疾病的发生[7]。导致患者患有腰椎间

盘突出疾病病因较为复杂，同时患者临床表现症状较

多，对于部分患者来说，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腰椎

功能下降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正常生活[8]。对于

腰椎间盘突出主要采取微创手术的治疗方式，能够有

效缓解患者的临床表现症状，同时具有较好的治疗效

果。在阶梯式康复护理干预方式当中，能够从术前护

理、健康教育、术后护理以及延续性护理方式出发，

护理人员能够充分结合患者病情恢复情况，有针对性

的给予患者康复训练，合理增强训练难度、强度，使

患者康复训练呈现出阶梯性上升的趋势，使患者在术

后能够尽快参与到康复训练当中来[9]。 
在本次实验研究当中，两组患者在术后 3d 

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以及腰椎 JOA 评分差距较小（P
＞0.05）；研究组患者在术后 4w以及术后 12w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腰椎 JOA 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 VAS 评分以及护理

满意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综上所述，对于

微创腰椎间盘突出患者采取阶梯式康复护理干预方式，

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疼痛情况，使患者的腰椎功能得到

有效改善，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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