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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护理中功能锻炼的重要性与应用
成长阅  张  晓

（江津区中心医院，重庆   402260）

【摘   要】目的：探讨功能锻炼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护理中的重要性与应用方法。方法：选择2017年 2月～2019年 2月在本院诊治的80例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40例。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在此基础上指导患者进行功能锻炼。比较两组患者预后效果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实验组经护理干预1周后腰痛评分与参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3个月后实验组评分明显高于参照组，

效果良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90%（36/40），明显高于参照组55%（22/40），差异显著（P ＜0.05）。结论：

功能锻炼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护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有效缓解患者腰痛症状，极大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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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常见的骨科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群。

多数患者采用保守治疗，保守治疗若无效则选择手术治疗，有

效的护理干预有利于改善疗效，常规护理干预重视药物与预后

教育，不够重视患者的功能锻炼，不利于患者疾病康复。针对此，

本院基于常规护理强化功能锻炼干预，并对此进行观察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收治的 80 例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纳入研究对象；排除

语言沟通及精神障碍患者。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各 40 例。实验

组男20例、女20例，平均年龄（40.77±6.89）岁；参照组男22例、

女 18 例，平均年龄（42.01±10.5）岁。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无明显差异（P ＞ 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基于常规护理强化功能

锻炼，包括：①建立护理小组。由康复训练师、专科主治医

师、护士长及护士组成，相关组员共同商讨创建护理策略。②

锻炼项目。a. 采取仰卧位锻炼腰背肌。指导患者采用仰卧位，

两臂放置身体两侧，双腿夹紧并拢，保持 90°屈膝，保持屈髋

屈膝姿势，进行顶髋动作，让身体呈现拱桥形状。b. 采取俯卧

位锻炼腰背肌。指导患者采用俯卧位，双臂向后延伸，双腿向

后伸展并抬起，抬头挺胸，只腹部与床接触，身体保持弓形。

c. 采取直立位锻炼腰背肌。指导患者适当向后倒退，兼并直腿

抬高锻炼，以此锻炼腿部活动能力，以上动作 2 次 /min，一次

15 ～ 25 下，当腰背部出现酸胀感停止锻炼，并向患者讲述锻

炼的重要性 [1]。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

根据日本骨科协会（JOA）对患者进行人体功能性障碍分

数评估，包括主观症状、临床体征、正常活动受限度分数 [2]。

满分 29 分，分数越低说明功能障碍越显著，对干预前、干预后

1 周及 3 个月展开评价。

比较两组患者经过功能锻炼后的恢复状况：非常满意，

患者腰痛完全消失；满意，偶尔出现腰痛；不满意，腰痛症状

无缓解。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结果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

采用（x±s）表示，结果采用 t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的腰痛评分状况

干预进行 1 周后，两组患者腰痛评分进行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干预 3 个月后，实验组评分明显高于参照组，

效果甚佳，两组对比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腰痛评分（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 1 周后 干预 3 个月后

参照组 40 5.03±2.69 11.56±5.12 14.69±5.73
实验组 40 5.23±2.45 12.78±4.66 22.32±4.03

t 0.156 0.489 6.346
P ＞ 0.05 ＞ 0.05 ＜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

干预后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

（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参照组 40 10 14 16 24（60.00）
实验组 40 28 8 4 36（90.00）

x2 5.726
P ＜ 0.05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发病率不断上升，多发于中老年群体。腰椎

间盘长期经受脊柱的挤压、弯曲和扭转等负担，造成局部缺氧

缺血而发生退变，阻碍血液循环，造成下肢放射性疼痛，以上

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医治该病的重点是缓

解椎间盘带给脊神经根的压迫，目前多采用常规治疗，但治疗

效果欠佳，此情况可能源于患者不注重生活习惯，如常弯腰提

重物、长期姿势不当，使椎管内的压力不断增加，腰痛症反反

复复，此情况与患者没有受到功能锻炼指导有直接关系 [3]。

经过强化功能锻炼，与常规护理比较后可知：干预 3 个月

后实验组腰痛评分明显优于参照组，4 个月后实验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均高于参照组，两组具有明显差异，差异显著（P＜0.05）。

初步证明功能锻炼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有更高的实用意义。

综上所述，应用功能锻炼有助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功

能恢复情况，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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