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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在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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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评价综合护理对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8.1.1 ～ 2019.12.31 因老年腰椎

间盘突出症手术患者 6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34 例和对照组 34 例，观察组采取综合护理模式，对照组采取常规围手术期护理。

对比两组患者术后谵妄（POD）发生率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POD发生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配合综合护理措施，能够降低患者术后谵妄及并发

症的发生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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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是临床的常见病，严重患者的生活质量
[1]，老年患者多见，治疗上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但由于部分
患者术后发生神经根粘连、硬膜囊受压和术后谵妄等 [2]。本文
筛选我院接受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老年患者，给予综合
护理，通过与常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评价综合护理对老年腰
椎间盘突出症手术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1.1-2019.12.31 在我院确诊的 68 例老年腰椎间

盘突出症并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住
院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4 例。对照组男性患者 16
例，女性患者18例，患者年龄59-72岁，平均年龄(67.5±2.9)
岁；观察组男性患者 17 例，女性患者 17 例，患者 62-74 岁，
平均年龄(68.1±3.1)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一般常规护理，即给予患者日常生活指导。

观察组患者应用综合护理，包括：（1）心理护理：告知患者
相关医学知识，加强其治疗信心。（2）饮食指导：术后食清淡、
高蛋白质、高纤维等易消化食物，并少食多餐(4-5次 /d)。（3）
功能锻炼：主要包括背伸肌锻炼和腰部功能锻炼。（4）卧床
护理：嘱患者出院后卧床三周；注意休息，避免过度劳累。（5）
出院指导：嘱患者保持良好坐姿、站姿，以防腰部扭伤。

1.3 观察指标
1.3.1 术后谵妄发生率：术后第 2 天使用意识模糊评估量

表监测患者是否发生谵妄。特征为：①意识状态改变；②注意
力不集中；③思维混乱；④精神状态改变；（①或③）+（②或④）
为谵妄；

1.3.2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尿路感染、
下肢静脉血栓、压疮。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 21.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χ2 检验进

行组间比较，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POD 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 POD 发生率为 2.9%，对照组 POD 发生率为 17.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 POD 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POD 发生率
观察组 34 1（2.9）
对照组 34 6（17.6）
χ2   - 3.9813
P         - 0.0460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无明显术后并发症发生，对照组手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为20.58%，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方面的比较 [n（%）]

组别 例数    压疮       尿路感染   下肢深静脉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4      0（0.00） 0（0.00）   0（0.00）    0.00
对照组 34      2（5.88） 2（5.88）   3（8.82）    20.58
 χ2  -       -           -   -             7.8033
 P -       -           -   -       0.0052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科常见疾病，患者常表现为下肢疼痛

和腰痛 [3]。目前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术后易出现并发症，

严重影响手术效果。因此，患者术后康复成为治疗的重要组成

之一。综合护理将常规康复护理与传统中医药和医学心理学等

多领域的技术相结合，旨在提高康复治疗的效率，并极大地减

轻患者不良情绪，从而加快患者术后恢复并降低疾病复发率 [4]。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POD 发生率为 2.9%，明显

低于对照组的发生率 17.6%(P ＜ 0.05)。给予综合护理后观察

组无压疮或下肢静脉血栓等发生，对照组中，2例患者出现压疮，

2 例出现尿路感染以及 3 例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统计分析观

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 ＜ 0.05)，表明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术后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后，能够显著降低 POD 发生率

和并发症发生率，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给予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术患者术后综合护

理，通过心理辅导、健康教育、术后锻炼、出院辅导等一系列

措施，可显著减少患者术后 POD发生率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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