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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方案在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应用体会
邹燕芳 梁群珠 茹茵茵 刘悦双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 江门 529100）

摘要：目的：探讨中医护理方案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保守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2 年 11 月 ~2014 年 11 月我院

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160 例，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80 例，对照组按传统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

观察组按照中医护理方案进行护理，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 结果：在临床疗效、患者对护理工作依从性及满意度方面，观察组分别

为 98.8%、100.0%、97.5%，对照组分别为 86.2%、83.8%、85.0%，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
论：中医护理方案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保守治疗中临床效果显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依从性及满意度，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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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中医学中被称为“偏痹”或
“腰腿痛”[1~2]，是临床常见的一种以腰腿痛为主要表
现的疾病，以往对患者采取常规护理，但效果不佳。
据报道[3]，中医护理方案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保
守治疗中具有显著效果。 为探讨中医护理方案在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保守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
选取 2012年 11月 ~2014年 11月我院收治的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 160例，分别采用传统护理及中医
护理，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2年 11月 ~2014年 11月
我院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160例，根据护理
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80例。 对照
组男 41 例， 女 39 例， 年龄 27~73 岁， 平均年龄
（50.5±10.6）岁；观察组男 40 例，女 40 例，年龄
26~75岁，平均年龄（51.2±11.1）岁。 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等基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对照患者采用传统常规护理：包括
一般护理、病情观察并做好护理记录、给药护理、饮
食护理及情志护理等。 观察组采用中医护理方案进
行护理：由责任护士与床位医师确定患者相关辨证
分型并根据分型辨证施护。 具体为：（1）腰腿疼痛患
者：该类患者急性期要时刻保持脊柱平直，与此同
时，腰腿部不能受凉，同时对腰部给予中药贴敷、拔
火罐等治疗；（2）肢体麻木患者：对该类患者要协助
其拍打麻木肢体（主要是为了增进患者舒适度），除
此之外，麻木肢体要做好保暖工作，并指导患者进行
双下肢关节屈伸运动，同时给予中药熏洗及热熨治
疗；（3）下肢活动受限患者：对该类患者要做好健康
教育，并指导其进行四肢关节主动运动及腰背肌运

动（主要是为了提高患者肌肉强度和耐力），与此同
时，给予患者中药热熨及熏洗治疗。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
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
检验，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t检验。 P＜0.05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对健康指导的满意度比较 对照组
满意度为 85.0%，观察组为 97.5%，观察组优于对照
组，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对健康指导的满意度比较

2.2%%%%两组患者对健康指导依从性比较 对照组患
者对护理工作依从性为 83.8%， 观察组为 100.0%，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对健康指导依从性比较

2.3%%%%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对照组的临床
疗效为 86.2%， 观察组为 98.8%， 观察组优于对照
组，P＜0.05。 见表 3。

表 3%%%%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3%%%%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腰腿痛疾

组别 n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观察组
对照组
P值

80
80

75
%%%%%53
%%%%%＜0.05

4
%%%%16
%%%%＜0.05

1
%%%%11
%%%%＜0.05

98.8
%%%%86.2
%%%%＜0.05

组别 n 满意（例） 较满意（例） 不满意（例） 总满意度（%）

观察组
对照组
P值

80
80

70
%%%%%48
%%%%%＜0.05

8
%%%%20
%%%%＜0.05

2
%%%%12
%%%%＜0.05

97.5
%%%%%85.0
%%%%%＜0.05

组别 n 依从（例） 部分依从（例） 不依从（例） 总依从性（%）

观察组
对照组
P值

80
80

72
%%%%%50
%%%%%＜0.05

8
%%%%%17
%%%%%＜0.05

0
%%%%13
%%%%＜0.05

100.0
%%%%83.8
%%%%＜0.05

77· ·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15年 12月第 15卷第 12期

病，具有病程长、病情反复发作等特点，给患者的日
常生活及工作带来极大困扰[4]。 中医学认为，引发患
者腰腿痛的原因主要包括外伤、肾气不足、精气衰
微、筋脉失常等，最终造成患者经络困阻，气滞血瘀，
不通则痛[5]。 以往临床上对患者往往采取常规护理，
但效果不佳。 因此，如何提高腰椎间盘突出症护理
效果是目前临床关注的重点。 中医护理方案是在梳
理、验证和优化各地有效中医护理方案以及相关技
术的基础上制定而成的全新方案。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临床疗效、患者对护理工作
依从性及满意度方面， 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
0.05。 该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相近[6]，表明该方案的
实施有效地加强了护患沟通。 同时，护理人员在工
作时观察病情更加细致，能够更加专业地对患者进
行健康教育，提升了医护人员在患者心中的信任度，
从而提高了患者对中医护理的满意度。 除此之外，
该方案中对如何选穴、应用时间以及观察要点等均

作了更加规范、科学的说明[7]，这有利于提高年轻护
理人员的业务素质。综上所述，中医护理方案在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保守治疗中效果显著， 可以有效提
高患者对护理工作依从性及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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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背肌锻炼在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压疮预防中的作用
陈琼芳 张海玲

（广东省汕尾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 汕尾 516600）

摘要：目的：探讨腰背肌锻炼在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压疮预防中的作用。 方法：将 2013 年 8 月 ~2014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4 例，两组均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开展腰背肌锻炼，观察出院

时两组压疮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的压疮发生率为 0.0%，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4.7%，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4.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6%，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老年股骨颈患者临床护理

工作中开展腰背肌锻炼可有效预防压疮，该法实用简便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有利于提高护理满意度，可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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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多伴有骨质疏松以及器官功能衰退，
在轻微外力影响下即有可能发生股骨颈骨折，在骨
折后由于被动体位以及牵引等特殊治疗方式，患者
大多长期卧床，因此有较大几率出现压疮，给患者带
来难以忍受的痛苦，其经济负担也由此加重，康复进
程以及生活质量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临床为预防压
疮多采用局部按摩、海绵垫、气垫床等方式，其中局
部按摩以及海绵垫容易在操作过程中造成患者皮肤
损伤，而气垫床费用过高，不易推广[1]。 因此，本文分
析腰背肌锻炼在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压疮预防中的
作用，旨在为临床提供一定指导和帮助。 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13年 8月 ~2014年 8月我
院收治的 68 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 按照

RevMan5.0软件生成的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各 34例。 对照组男 21例，女 13例；
年龄 61~82岁，平均年龄（66.8±3.6）岁；2例接受保
守治疗，9例接受内固定术治疗，23例行人工关节置
换术。 观察组男 20例，女 14例；年龄 60~81岁，平
均年龄（66.5±3.4）岁；2例接受保守治疗，8例接受
内固定术治疗，24例行人工关节置换术。 两组患者
的年龄、 性别、 病情等基本资料无明显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排除标准：（1）肌无力患者；（2）精
神异常者；（3） 外伤性血气胸以及严重心血管疾病
者；（4）一侧下肢膝踝关节病变者。
1.2%%%%护理方法 两组均接受常规护理模式：取海绵
垫垫于患者骶尾部、局部酒精或者红花油按摩等。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开展腰背肌锻炼，方法如下：护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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