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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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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循证护理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研究对象：2019 年 2月 ~2020 年 2月收取

的 66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分组情况：对照组（常规护理）33例、研究组（循证护理）33例；比较方法：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

度和治疗有效率做观察比较。结果：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治疗有效率发现研究组患者上述两项指标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讨论：循证护理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临床价值显著，能够在改善护患关系的同时有效提升治疗有效率，值得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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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根型颈椎病是常见的颈椎病，具有患病率高、易反复、

发病慢、病程长的特征，主要临床表现为上肢激励减弱、颈肩

不麻木酸胀、腱反射异常等，甚至会对患者的心理、生理造成

影响。由此可见，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对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治

疗尤其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2019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收取的 66 例神经根

型颈椎病患者；分组情况：对照组（常规护理）33例、研究组（循

证护理）33 例。研究组男 13 例，女 20 例，年龄 28~61 岁，平

均年龄（44.36±7.35）岁，病程最短 1 年，最长 10 年，平均

病程（5.56±3.24）年；对照组男16例，女17例，年龄29~60岁，

平均年龄（44.78±8.02）岁，病程最短 0.5 年，最长 11 年，

平均病程（5.58±3.27）年。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得出 P

＞ 0.05，说明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健康教育、环境护理、饮食

指导等。

1.2.2 研究组在此基础上予以循证护理

1.2.2.1 心理指导

患者往往会因为受疾病的干扰产生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

同时由疾病带来的疼痛会加重情绪问题 [1]。护理人员需要结合

患者的病情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引导患者调整心态，提升

战胜疾病的信心。

1.2.2.2 健康知识宣教

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对该病的认知度

较低，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普及相关知识。告知患者减少伏案

工作的时间，每日做颈部活动，同时告知患者防止颈部受寒 [2]。

1.2.2.3 疼痛护理

神经根型颈椎病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疼痛感，护理人员需

要详细的告知患者出现疼痛属于该疾病正常现象，并且介绍出

现疼痛的原因。可以通过播放舒心的音乐转移患者注意力。引

导患者遵医嘱适当服用镇痛药。

1.2.2.4 牵引治疗

护理人员向患者普及牵引治疗的要点和作用 [3]。引导患者

在迁延时保持正确体位，治疗过程中放松肌肉，确保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分别做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计算，以均数 ± 标准差表

示计量资料，进行 t 检验。以率表示计数资料，进行检验，若

显示 P＜ 0.05 则表示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93.94%、

75.76%，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n（%）；n=33]

组别 完全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20     11           2     31（93.94）

对照组  15     10           8     25（75.76）

 X2  -     -           -     4.24

 P  -     -           -     0.03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 93.94%，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

效率为 72.73%，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比较 [n（%）；n=33]

组别 显现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19    12      2         31（93.94）

对照组  11    13      9         24（72.73）

 X2  -     -      -          5.34

 P  -     -      -          0.02

3 讨论

颈椎病的主要病因为患者的颈椎肩盘因外力出现退行性变

化，颈椎键盘周围颈动脉和神经组织受压迫和刺激，从而出现

一系列临床症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次研究表明：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治疗有

效率发现研究组患者上述两项指标均高于对照组，P ＜ 0.05。

原因分析为：循证护理的基础护理理论建立于科学研究结果，

能够使临床护理有依可证、有据可循，有效的避免了护理工作

中的盲目性和主观性。在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治疗中实施

循证护理，通过心理护理、疼痛护理、迁延护理、健康知识宣教，

有效的缓解了患者的心理压力，消除其负面情绪，提升其治疗

自信心 [4]。同时为患者普及与疾病相关的基本知识，让患者正

确认识疾病的同时正确配合治疗，促进其康复。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能够在改善

护患关系的同时有效提升治疗有效率，临床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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