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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护理干预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作用 

郝晶晶，丰丽娟，刘万敏* 

天津康复疗养中心  天津 

【摘要】目的 分析门诊护理干预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康复中的作用。方法 将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中抽取出 100 例，分组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共分成 50 例观察组和 50 例对照组，治疗期间对照组行常

规护理，观察组实施门诊护理干预，将两种护理模式的效果进行对比。结果 同对照组各指标结果比较发现，观

察组焦虑情绪评分显示改善效果理想，患者遵医行为以及自护能力均明显提高，腰椎的疼痛程度也显著减轻，最

终腰椎功能恢复效果优于对照组，治疗后 6个月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与对照组相比提高，（P<0.05）。
结论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开展门诊护理干预，可及时改善患者负性情绪，增强患者的遵医行为和自护能力，

提高腰椎功能恢复效果，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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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utpati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Jingjing Hao, Lijuan Feng, Wanmin Liu* 

Tianjin Rehabilitation Center, Tianjin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outpati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50 observation groups and 50 control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outpati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effects of the two nursing mod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each index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xie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an ideal improvement effect, the patients' compliance with medical 
treatment and self-care ability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egree of lumbar pai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final lumbar function recovery effect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currence rate within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as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Outpati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can 
timely improve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s, enhance patients' compliance with medical treatment and self-care ability, 
improve the effect of lumbar function recovery, and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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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高发的骨科疾病类型，该

病主要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腰椎间盘损伤以及退

变。当腰椎间盘退变或受损时，其内部的软髓核会突出

并压迫周围的神经根或脊髓，导致疼痛和神经功能障

碍的出现。其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腰椎部位疼痛、肢体

感觉异常和下肢放射痛等。且神经根压迫的程度越重，

临床症状越明显。同时压迫部位其症状严重程度也会

受到影响。例如，腰三与四椎间盘发生突出时，患者会

出现明显的腰椎以及下肢疼痛。当腰五、骶一椎间盘突

出时，可能还会出现尿失禁和直肠功能障碍等[1]。为提

升本病控制效果，我院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开展了

门诊护理干预，并将最终取得的干预效果在下文中进

行了叙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抽取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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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100 例，通过

随机数字表法开展分组研究，共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有 50 例，对照组所有患者中分为 26 例男性与 24 例

女性，入选年龄为 25-78 岁，年龄均值为（51.50±2.20）
岁，病程均值为（2.50±0.50）年；观察组中有男患者

27 例、女患者 23 例，年龄在 25 岁-79 岁时间，平均年

龄（52.00±2.30）岁，病程均值（3.00±0.60）年，组

间资料对比差异较小（P＞0.05）达到可比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内容为密切观察病情、加强

安全、卫生以及环境管理。病情观察是指对患者病情的

变化进行观察和记录。个人卫生护理包括帮助患者进

行体位调整、皮肤护理、排便和排尿等活动。环境卫生

护理主要是保持病房的清洁整洁，定期消毒和通风。安

全护理包括预防跌倒、滑倒等意外事故的发生，提供必

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观察组患者采取门诊护理干预，1）风险评估：首

先，通过患者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相关检查结果的评

估，了解患者的疾病情况，确定其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程

度和症状表现。掌握患者的认知程度以及自护能力，根

据以上分析总结结果制定出合理性的护理计划。2）心

理支持和教育：首先，通过与患者进行交流和倾听，护

士应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他们可以表达对患者的

理解和关心，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困难和疼痛，并提供情

绪上的安慰。同时帮助患者改善心理状态，建立良好的

心态和抗病信心。其次，护士还应该为患者提供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相关知识和康复教育。并且耐心解答患者

提出的各项问题，告知治疗过程以及相关注意事项，提

高患者与家属的配合度。此外，护士还可以指导患者进

行适当的运动和日常生活的改善，帮助他们恢复功能

和减轻症状。3）疼痛干预：首先了解患者的疼痛程度，

给予针对性的镇痛干预。其次，在疼痛管理中可以采用

药物治疗以及物理疗法，药物治疗例如非甾体抗炎药、

镇痛药等，以减轻患者的疼痛感。物理疗法包括热疗、

冷疗、电疗以及按摩等多种方法。热疗是通过给予热

敷，提高患者腰部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缓解肌

肉紧张，减轻炎症反应，从而减轻疼痛感。冷疗则是利

用低温效应来降低组织的温度，收缩血管，减少炎症，

缓解肌肉痉挛和肿胀。电疗通过电流的传递来刺激神

经和肌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增强腰部肌肉的力量，

缓解压迫神经的症状。按摩主要是通过手法达到促进

患者机体血液循环以及缓解疼痛的目的。4）功能恢复

训练：首先，进行脊柱稳定性训练，主要包括改善核心

肌群的力量和稳定性，增强腹肌和背部肌肉的锻炼，以

减轻腰椎间盘的压力。其次，要鼓励患者每日进行步行

以及游泳等有氧运动，改善机体血液循环以及心肺功

能。同时，还应进行专门的腰椎功能训练，包括腰椎屈

伸、转动、侧弯等动作的锻炼，以增加腰椎的灵活性和

稳定性。此外，加强协调以及平衡训练，提高患者的身

体控制能力，减少意外跌倒等损伤。通过这些功能恢复

训练，可以帮助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恢复正常的运动

功能，并提高其生活质量。5）生活饮食管理：首先，

饮食要均衡，摄入适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以

促进身体康复。其次，应避免摄入过多的高脂肪和高糖

食物，以控制体重、降低脂肪堆积，减轻腰椎压力。此

外，要适量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促进肠道蠕动，预防

便秘，减轻腰椎间盘的压迫。同时，患者要保持充足的

水分摄入，促进体液代谢，有利于腰椎间盘的水分平衡

和营养供应。此外，生活饮食中还应避免辛辣食物的摄

入，以免刺激神经，增加疼痛感。 
1.3 观察标准 
①焦虑程度评分：评估使用汉密顿（HAMA）焦虑

量表。总分值为 100 分，分值越低表示焦虑越轻。②评

分指标：使用自编调查问卷进行评估，内容包括患者遵

医行为和自护能力，单项指标分值为 10 分，得分越高

则表示指标越好。③疼痛评估：评价用视觉模拟（VAS）
疼痛量表，评分范围在 0-10 分，得分越低表示患者疼

痛越轻。④腰椎功能：评价使用 Fugl-Meyer 系统量表，

满分值为 100 分，分值越低功能越差。⑤记录并对比

两组患者 6 个月后的疾病复发率。⑥生活质量：使用

SF-36 量表进行评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生理、社会、

疼痛和情感等 4 个维度，每项指标的分值为 100 分，

获得分值越高则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计算方法 
运用 SPSS25.0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数据采取（ x

±s）描述，并且行 t 检验；计数指标用 n（%）来描述，

另采取 χ²检验，两组结果对比显示 P<0.05，证实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指标对比 
护理前观察组患者焦虑程度、遵医行为与自护能

力各指标评分分别为（25.1±2.2）分、（6.1±0.6）分、

（6.0±0.5）分；与对照组评分结果的（24.9±2.1）分、

（5.9±0.4）分、（6.1±0.6）分相比无明显差异

（t=0.4649、1.9611、0.9053，P=0.6430、0.0527、0.3675）；
与对照组护理后上述指标结果相比显示（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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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8.8±0.3）分、（8.6±0.3）分，观察组患者各指

标明显提高（8.3±1.1）分、（9.3±0.4）分、（9.5±
0.5）分，组间指标对比差异明显（t=12.5447、7.0710、
10.9141，P=0.0000、0.0000、0.0000）。 

2.2 两组康复指标对比 
护理前，观察组患者的腰椎疼痛程度和腰椎功能

评分为（6.1±0.6）分、（57.9±4.9）分；对照组以上

指标结果分别为（6.0±0.4）分、（57.8±4.8）分，两

组结果对比无显著差异（t=0.980、0.1030，P=0.3292、
0.9181）；但与对照组护理后以上指标结果的（3.8±1.3）
分、（85.5±5.8）分相比，观察组以上各项指标结果均

占据显著优势，各指标结果分别达到（2.7±0.9）分、

（ 90.8± 6.2）分，数据结果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t=4.9193、4.4142，P=0.0000、0.0000）；而 6 个月复

发率对比显示，观察组仅有 4.00%（2/50）例，对照组

达到 16.00%（8/50）例，（χ²=4.0000，P=0.0455）。 
2.3 组间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详情 
护理前，观察组患者躯体疼痛、情感职能、生理功

能、社会功能各指标生活质量指标评分结果分别为（61.5
±3.6）分、（58.6±5.1）分、（57.5±5.2）分（63.5±
4.8）分；对照组患者以上生活质量指标评分结果分别为

（61.3±3.4）分、（58.7±5.2）分、（57.6±5.3）分、

（63.4±4.7）分，两组结果对比无明显差异（t=0.2855、
0.0970、0.0952、0.1052，P=0.7758、0.9229、0.9243、
0.9164）；但护理后与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结果的

（83.5±6.5）分、（87.7±2.5）分、（86.6±6.5）分、

（87.5±6.2）分相比，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

提升，评分结果分别达到（86.7±6.8）分、（93.5±2.9）
分、（92.3±7.9）分、（91.6±6.5）分，组间的指标结

果对比后有统计学意义（t=2.4054、10.7113、3.9397、
3.2274，P=0.0180、0.0000、0.0002、0.0017）。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常见的脊椎疾病，其发生

与年龄、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相关。随着年龄增长，腰

椎间盘的弹性降低，容易发生突出。长时间保持不良姿

势、劳动强度过大、缺乏运动和肥胖等因素也增加了患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风险。此病的发生会导致患者出现

不同程度的肌肉无力、腰椎疼痛以及肢体障碍等，因此

会对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若疾病控制不佳，会加重神经

系统的损伤，致使患者下肢功能丧失[2-3]。同时长期因

病痛折磨多数患者还易发生焦虑症，影响患者的身心

健康和治疗效果。所以，当确诊后需要及时开展有效治

疗以及护理干预，才能进一步控制病情发展。由于患者

的病情和症状各异，并且其康复进程也会有所不同，因

此常规护理往往无法满足每个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另

外，常规护理缺乏综合评估，往往只注重病情的表面症

状，而忽略了患者的整体情况和康复需求。为提高本病

控制效果，我院在患者治疗期间配合了门诊护理，且最

终取得的护理效果较为理想。门诊护理注重了以人文

本的护理理念。在护理过程中通过制定个性化的护理

方案，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以及心理需求，开展有效的

护理干预，从而能够使临床护理发挥最大作用，并且协

助患者完成合理性的康复训练，能够有效促进患者的

腰椎功能恢复。其次，门诊护理干预的优势在于提供全

方位的护理和指导[4]。护理人员通过定期的康复指导，

向患者传授正确的体位、姿势和运动方式，帮助患者改

正不良习惯，减少疼痛发作的频率和程度。同时，护理

人员还可以提供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患者积极面对

疾病，增强康复信心。最后，门诊护理干预还可以提供

定期的康复评估和调整。随着康复过程的进行，患者的

病情和康复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护理人员可以根据

患者的反馈和康复效果进行相应的调整，确保康复计

划的有效性和持续性[5]。 
综上所述，开展门诊护理可进一步提升临床对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护理服务质量。通过个性化的康

复方案、全方位的护理指导和定期的康复评估，门诊护

理干预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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